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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科技部计画$客家族群环境%子计画$海洋环境史视野下的堑南沿海之生计模式

与族群社会&&&&B"%"#BDB?%'B##" '%成果之一#部分
"

容曾以 ,海洋环境史下的堑南族

群与清代海岸社会-!於"#"&年&"月&0至&(日发表於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台湾史研

究所主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所协办$"#"&中央研究院

明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0另外部分
"

容则在阳明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主办(砂拉越大

学社会学系合办$环境(

%

业与族群研究%工作坊中以,$沪渔爱力(钓鱼乞食%"海洋环

境史视野下的堑南地区-发表#成文过程感谢东
'

大学历史系郑萤忆教授(淡江大学历史系

'

景盓教授(台湾大学地理系洪广冀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陈宗仁教授(台湾大学历史

系博士候选人杨朝盓等学友之建议与帮助!另感谢匿名审查人之建议令本文得以更加完善#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清代外埔石沪与後垅滨海社会

卢正恒

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

提要

配合田野调查与民间史料!本文探索清代竹堑後垅外埔地区

$海洋人群%与石沪的关!尝试理解海洋环境和石沪对地方历史

与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相较於过往学者聚焦在石沪之使用与文化

资
%

意义!又或者聚焦官方港口(街市以之
!

台湾沿海社会的代

表!本文则以外埔石沪
!

视野中心探讨後垅与之的关(结构!从

而认识外埔
"

部人群组织(跨地域竞合#最後讨论因应石沪所
%

生

的地景如何影响公司寮走私贸易结构的诞生#本文尝试以後垅外埔

!

例!揭示清代台湾滨海社会的一种模式#

关键词#石沪(後垅(滨海社会(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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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0年!文化部将苗栗县後龙镇外埔里两处石沪...合欢石沪(母乃石

沪!公告登
5!

文化景观#

!

! 石沪...历史悠久的渔猎设施...至少在清代曾

遍?北台湾"$自吞霄至淡水!砌溪石沿海!名曰鱼扈0高三尺许!绵
e

数十

里#%

"

! 长年
!

地方文史工作者与各领域学院派研究者所关注#然而!依笔者

对相关研究之掌握!尚未有学者将之放於社会史框架矨清石沪与地方社会之关

#

#

! 本文受海洋环境史/(310:0(229;01'9(29:35"0!:'1$7之
#

发!结合历史人

类学研究方法!藉由探索清代後龙外埔石沪与地方社会(地理环境(海洋人群

/(310:0(2@2'@527的互动关!试图以海洋
!

观察点理解清代後垅地方社会#

关於石沪!有田和正孝以人文地理的角度探讨(比较日本石干见&89

:; '渔业(台湾石沪渔业!?且讨论亚洲(太平洋等地类似的渔业方

法#

$

! &''"到&'')年间!陈宪明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澎湖石沪的形状(修造

分工(地方上关於修建的相关规定!?且主要阐述澎湖地区寺庙与石沪间所

具有的权利义务关!以及介绍宗族成员对於巡沪工作的义务等#

%

! 从中可

&#% 卢正恒

!

"

#

$

%

参见$国家文化资
%

网%!"#"&年&"月"(日! @==XBOSS<4@9LNL>4@NM>AN=WS6BB5=BS>A53A25WS

4?8=?368]6<9B46X5S"#&0&&#%#####&#

周锺蠧! *诸罗县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杂俗-!页&("#另外!在福建沿岸亦有石沪的存在!例如明代
3

居中有

诗" $

M

陵古郡逼沧溟!帝为炎荒简宅生!江有蛎房依石沪!园多龙眼荫桐城# %同样

*惠安县志+就记载了当地有石沪%&所!?且课徵夏
Z

0

^

言之!这些石沪也与一般鱼

Z

一样!冬日禁止捕捞!参见张岳纂修! *惠安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第

$"

2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卷)! ,

>

口-!页&&60黄居中! *千顷斋初集+

&*续修四库全书+第&$)$

2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0 '!卷)诗部! ,七言律-!

页%)6#关於明代渔
>

承课的讨论!可参见刘诗古! ,$入湖权%的由来...明初鄱阳湖

地区的湖池$闸办%与渔
>

$承课%-! *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卷!第&期&"#&)年%

月'!页$'.("#

例如陈宪明有关澎湖沿岸渔场的讨论中!

,

调不该使用传统农业生活来观察渔业生活的$海

洋史%!?指出澎湖地区的紫菜?集(丁香鱼渔场管理!如何在海洋公共领域上划分出专有

领域!再通过村落组织加以保护!其中对偷?者往往以道德上的惩罚取代金钱罚缓!在渔场

的探查上则有先?先赢(优先使用权等不成文规定#参见陈宪明!,澎湖沿岸渔场之领域管

理-!*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第"#期&&''&年'月'!页%&.%0#

可参见田和正孝! ,&'&#年代<台湾本岛=>?@石沪渔业-! *地理+!第00卷!第

"期&"#&#年'!页().*00田和正孝! *石干见<文化?...遗产化A@碝统渔法 +

&京都"昭和堂!"#&' '#

参见陈宪明! ,澎湖群岛石沪之研究-!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 +!第"0期

&&'')年0月'!页&&(.&%##其他相关著作可参见陈宪明! ,马公市五德里庙
%

的石沪

与巡沪的公约-! *篕咕石季刊+!第&期&&''0年&"月'!页%.&#0陈宪明! ,西屿缉

马湾的石沪渔业与其社会文化-! *篕咕石季刊+!第"期&&'')年&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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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澎湖石沪和宗族(宗教的紧密关!但是否可体现於外埔呢4赖慧

如(林信成(李其霖和陈美圣对淡水(三芝的石沪进行调查!记
5

捕鱼方

式(渔获资源(经济模式等#

&

! 徐宇文(张顺教(赖法才(

3

琼仪等则从经

济角度指出独资的沪主有动机扩张石沪规模(雇用沪工#

'

! 然而!以经济学

的观察似乎无法清楚理解外埔石沪状癋#论及外埔石沪!谢英从以契约论证

石沪
!

平埔族所建(自澎湖移至外埔的朱氏家族购置之历史过程!将之置於

移民和原住民的双重
A

络下思考#

(

! 然而对於社会史研究较
!

缺乏#赵书仪

的硕士论文经由田野调查(梳理石沪实体运用和股权的讨论!聚焦於日本殖

民时期政策改变对石沪的影响!指出现代化
%

生的$公有悲剧%!认
!

在公

有海域中渔民会通过?有或增加
%

量来保障自身利益!因而不会
%

生集体利

益!将石沪视
!

彼此信任共有所
%

生的$生
%

工具%!理解劳动股权和渔业

现代化的差?与相互影响和接轨转型#

)

! 因此!无论是将$石沪%视
!

文化

资
%

!

*+,

! 还是对其渔业资源的调查!

*+-

! 过往研究对於使用的$人群%业已有

深入讨论!但对$人群%和所在$环境%关之理解则稍弱!有关石沪对滨

海地方社会之影响的历史讨论也有发展空间#

自&'*#年代起!透过地方文献与田野矨清台湾地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的

研究方法蔚
!

显学#

*+.

! 清代竹堑地区一直是此框架(方法的核心之一!例如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0

&

'

(

)

*+,

*+-

*+.

赖惠如等! ,沪里沪外"台湾北海岸地区的石沪发展与变迁-! *淡江史学+!第$#期

&"#&*年'月'!页&0$.&'0#

徐宇文等! ,石沪资本结构与生
%

规模之经济分析 -! *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期

刊+!第0(卷!第&期&"#&'年$月'!页00.&#&#

谢英从! ,外埔石沪与平埔族(澎湖移民...外埔朱家石沪契书谈起 -! *台湾文

献+!第0"卷!第"期&"##&年)月'!页$%&.$0)#

赵书仪! *台湾西北海岸石沪之营造与保存" 从家
>

经济到劳动股权的变迁 +&台

中"东海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

刘正辉! ,台湾文化景观保存及管理原则探讨"以澎湖吉贝石沪群
!

例 -! *文资学

报+!第%期&"##*年(月'!页&&'.&%$#

江政人(廖冠茵(杨沛青! ,苗栗县後龙石沪渔业资源调查-!载张美惠编! *澎湖研

究学术研讨会论文辑"第十六
C

+&马公"澎湖县政府文化局!"#&( '!页)%.(&#

本文仅试举几名学者以供参考!诸如陈秋坤(李文良(洪丽完等学者都是藉由民间文献

!

基础#参见陈秋坤! ,清代台湾地权分配与客家
%

权...以屏东平原
!

例 &&(##.

&'## '-!*历史人类学学刊 +!第 "卷!第"期 &"##%年&#月 '!页&.")0洪丽完!

*台湾中部平埔族"沙辘社与岸眧大社之研究 +&台北"稻乡出版社!&''( '0李文

良! *清代南台湾的移垦与$客家%社会 &&)*#.&('#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

"#&& '#

,

-

.

/



施添福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讨论汉人移民在竹堑的发展#

*+/

! 林文凯从历史社会

学角度追索竹堑土地拓垦和诉讼#

*+0

! 施添福(詹素娟(张素玢(陈志豪等对

竹堑地区闽(客(番的多族群互动与垦殖或原住民本身有精的见解#

*+1

! 林

玉茹对竹堑的研究可分
!

$种取向"其一是港口结构与贸易!指出港口分类

随着岛
"

(外贸易系统确立
%

生变化!地方政策和需求都促使小口最终也开

&#) 卢正恒

*+/

*+0

*+1

施添福关於竹堑地区的研究作品非常多!仅试举数例" ,清代竹堑地区的 $垦区

庄%...萃丰庄的设立和演变-! *台湾风物 +!第$'卷!第%期 &&'*'年&"月 '!页

$$.)'0 ,清代台湾$番黎不谙耕作%的缘由...以竹堑地区
!

例-! *中央研究院民

族学研究所集刊+!第)'期&&''#年)月 '!页)(.'"0 ,清代台湾竹堑地区的士牛沟

和区域发展...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台湾风物 +!第%#卷!第%期 &&''#年&"

月'!页&.)*0 *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 +&竹北"新竹县

政府文化局!"##& '#

林文凯! ,$业凭契管%4...清代台湾土地业主权与诉讼文化的分析-! *台湾史研

究+!第&*卷!第"期&"#&&年)月'!页&.0"0林文凯! ,再论晚清台湾开港後的米

输出问题-! *新史学 +!第""卷!第"期 &"#&&年)月 '!页"&0."0"0林文凯!

,地方治理与土地诉讼"清代台湾竹堑地区金山面垦隘 -! *新史学 +!第&*卷!第%

期&"##(年&"月'!页&"0.&*(0林文凯! ,清代地方诉讼空间之
"

与外"台湾淡新地

区汉垦庄抗租控案的历史分析-! *台湾史研究+!第&%卷!第&期&"##(年$月'!页

&.(##

颇具代表性的是詹素娟(张素玢! *台湾原住民史/平埔族篇&北'+&南投"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 '!页"#'.")#0陈志豪! ,清乾隆时期番界政策与
f

民的移垦活

动"以今苗栗县西湖乡
!

例-!载庄英章(

3

宣卫编! *客家移民与在地发展 +&台

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页&##.&&)0陈志豪! ,隘粮与大租"清代竹堑地

区合兴庄的隘垦事业与闽
f

关-! *全球客家研究+!第%期 &"#&0年0月'!页&.

$#0陈志豪! *清代北台湾的移垦与$边区%社会&&('#.&*'0 '+&台北"曹永和文

教基金会!"#&' '#又有杨毓雯探索竹堑社的客家化现象!见杨毓雯! *平埔客"从

$去做番仔牛%到$嫁做番仔婆%+&新竹"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县史馆!"#&0 '#邱美

玲(廖志轩聚焦於竹堑七姓的族群关!见邱美玲! *当代平埔族竹堑社的族群认同"

以$祭祀公业竹堑社七姓公 %成员
!

核心的探索 +&新竹"新竹县政府文化局!

"#&0 '0廖志轩! *当熟番遇到客家"以竹堑社钱皆只派下的客家化+&新竹"新竹县

政府文化局!"#&0 '#刘俊雄探索後垅(新港社原住民藉由公妈牌(族谱(日本神龛
%

生族群认同和其类似宗族化的过程!见刘俊雄! ,当代原住民身份认同之研究"以苗栗

後垅社(新港社
!

例 -! *台湾文献 +!第))卷!第"期 &"#&0年)月 '!页 &0$.

&''#又!李宗信对崩山社群的详细调查也提供重要的成果!见李宗信! ,平埔族社址

g

居住地的考证与推定"以崩山社群
!

例-! *台湾文献+!第)$卷!第"期&"#&"年(

月'!页&.0"0李宗信! ,日治初期崩山八社租权的地理历史分析 -! *台湾学研

究+!第*期&"##'年&"月'!页$&.*"#刘秋云(简史朗通过调查和民间文书以新港

社
!

主角认识後垅地区历史和社会之发展!见刘秋云(简史朗!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

史+&南投"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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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成
!

朝向广大海外世界的贸易港口!?建构出形形色色的地域社会#

*+2

! 其

二!聚焦於竹堑商人所组成的郊!及郊商在地方的经济(宗教(公益(行政

事务之影响力和参与!?通过类似$财团法人%的寺庙组织共同管理0同治

以後因
!

矨金局取代过往抽分权任务!让此郊组织转变
!

更加商业化性质的

组织#

*+3

! 其三!在抢船研究上!提供清代台湾沿岸地方社会合作互助的独特

面相#

*+4

!

在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帮助下!从汉人开垦(港口贸易及族群关的视

野帮助学界认识了不同群体所观察到的竹堑地方社会#过去!台湾环境史已

有许多重要著作!但对海洋仍有进展空间# $海洋环境史 %/(310:0(2

29;01'9(29:35"0!:'1$7主张考察 $海洋人群 %/(310:0(2@2'@527与海洋环境(

生态之互动!尝试历史化/"0!:'10J267海洋#

*+5

! 探讨例如海洋渔业发展*6,

!( 养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2

*+3

*+4

*+5

*6,

林玉茹! ,由私口到小口"晚清台湾地域性港口对外贸易的开放-!载林玉茹编! *比

较视野下的台湾商业传统+&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 '!页&$0.&)*#林玉

茹! *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动网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

林玉茹! ,清代竹堑地区的商人团体...类型(成员及功能的讨论 -! *台湾史研

究+!第0卷!第&期&&'''年&&月'!页%(.*'#同样以竹堑贸易作
!

观察重点!林欣

宜聚焦於樟脑贸易认识到开港通商後竹堑商人所遭遇的困境!另一个层面则暗示着竹堑

地区商人和社会因
!

商品发展和运输
%

生的改变#林欣宜! ,十九世纪下半叶竹堑地区

商人面临的挑战-! *台湾史研究+!第"#卷!第&期&"#&$年$月'!页%(.(*#

林玉茹! ,清末北台湾渔村社会的抢船习惯"以*淡新档案+

!

中心的讨论-! *新史

学+!第"#卷!第"期&"##'年)月'!页&&0.&)0#

环境史忽略海洋主因在於认
!

海洋缺乏时间性1=2K585BB:的偏见!海洋人群1K632=2K5

X5>X85:包括新英格兰殖民者(荷兰(丹麦渔夫(捕鲸者等与海洋互动者!而海洋环境

史则是探索海洋人群对於生态破坏和变迁导致的历史变化!主张将海洋视
!

历史的动态

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场域!进而矨清人类作
!

生态环境一份子的角色#参见 ^N_5YY35F

>̀8B=53J\aXX>3=?<2=25B2< -632<57<A23><K5<=68P2B=>3FJb;.7-"4./&.*+'<-(*4"#&&O$1"##):J

XXN0)(G0'(D^N_5YY35F >̀8B=53J\R?==2<M=@5a456< 2< c=86<=24P2B=>3FO -632=2K5

,>KK?<2=25B6<9 -632<574>8>MF2< =@5d>3=@W5B=c=86<=24J&0##G&*##Jb=:&>/&"-5+.

<-(*4"-5+',&7-&?&&$O&1"##*:JXXN&'G%(DR>?8P>8KJV2KeNEK2=@ 6<9 e6A29 _NE=63I5FJ

59BNJ=:&;@%'4-*&2 $&+()A&?!-"&5*-4.(B4"C+"-.&;.7-"4./&.*+'<-(*4"#1E=N_>@<fBJ

d5WY>?<986<9J"##&:#

西村一之! ,台湾东部的渔捞技术的传承与$日本%"於近海镖旗鱼盛衰之间-! *台

湾文献+!第00卷!第$期&"##%年'月'!页&&(.&%%0王俊昌! ,日治时期台湾渔民

之生计-! *台湾文献 +!第0(卷!第%期 &"##)年&"月 '!页&"&.&(%0林玉茹!

,战时东部渔业中心的形成"东台湾水
%

会社的成立和花莲港渔业移民的进行-!载
'

翎君编! *後山历史与
%

业变迁 +&花莲"花莲教育大学乡土文化学系!"##* '!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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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渔业*6-

!(海
%

饮食文化*6.

!! 或是理解渔村地方社会等*6/

!!无疑都提供海洋

史重要的养份#

*60

! 关於滨海社会(生计模式(地理环境之间的讨论!例如曾

品沧分析清代两种养殖渔业...眊和塘...来认识
%

业和资本化(专业化之

社会结构现象!其中前者更体现台湾养殖的独特性!因鱼眊成本和风险均

高!钜额资本分摊风险的合股制度在社会中普遍实行!鱼眊也从副业转变
!

主业#

*61

! 本文所关注的石沪虽然与眊(塘有所差?!但在专业化(资本化(

分摊风险等均提供本文相当重要
#

发#

因此!台湾史领域上的社会史导向(民间文献使用!从汉人开垦(族群

关(港口经济三个面向看清代竹堑区域的发展轨?!进而解释台湾社会结

构!以及台湾史的环境史讨论等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若从官方港口(族群

研究及後垅街市发展的视野来观察清代後垅地域社会的发展!所认识到的历

史模式或有浓厚的$正式%$官方%$合法%观点#在此前述成熟的史学
A

络基础上!本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利用现存的丰富调查!将石沪放

在环境(社会的架构下!配合田野调查(口述资料来矨清石沪在地方社会的

功效与多元面向!从滨海地区的角度(尤其是因
!

独特海岸地形环境而修筑

的石沪出发!尝试从非官方的视野重新认识清代後垅地区!观察有如水利社

!!

&#* 卢正恒

*6-

*6.

*6/

*60

*61

庄凯盵! ,澎湖
h

眧鱼
%

加工之初探 -! *台湾文献 +!第)(卷!第&期 &"#&)年$

月'!页 &"'.&)0#

郑维中! ,乌鱼(土豟(虱目鱼"多元
A

络下荷治至清领初期台湾三种特色海
%

的确

立-! *台湾史研究+!第"0卷!第"期&"#&*年)月'!页&.)##

卓佳芬! ,基隆八斗子渔业发展与渔村生活 -! *台湾风物 +!第0(卷!第"期 &"##(

年)月'!页&"(.&)%0林宜萱! ,清代台湾渔村社会"牵罟合约文书解析 -! *台湾

史料研究+!第%'期&"#&(年)月'!页".&'#

$海洋史%

,

调$跨学科12<=5392B42X82<63F:%讨论!近年来不同学科关於 $海洋 %的研

究亦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成果#人类学领域兴起一种$跨物种%研究取径!例如
'

映青经

由$海洋人类学1K632=2K56<=@3>X>8>MF:%对於渔民口
$

语料和渔民生活的讨论!

\

欣怡

通过海
%

(养殖渔业讨论环境变迁带来的困境!郑肇基近年来有关渔业的人类学探索

等#参见
'

映青! ,海路"从人类学视角看台湾近海渔业-! *中国饮食文化+!第&0

卷!第"期 &"#&'年&#月'!页)&.'%(

\

欣怡! ,导论"环境变迁下的台湾渔业与水

%

-! *中国饮食文化+!第&0卷!第"期 &"#&'年&#月'!页&.)#郑肇基的研究似

乎尚未有刊出的文章!不过已经可见於他近年来一系列的演讲与计画上#洪伯邑的$海

洋边界"台湾的海鲜(渔港与远近海渔业的领域性%研究计画同样值得期待#

曾品沧! ,眊与塘"清代台湾养殖渔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台湾史研究+!第&'卷!

第%期&"#&"年&"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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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般的$石沪社会%对地方之影响!进而考察在台湾是否存在相对於地域社

会或沿山社会之$滨海社会%#

*62

!

二$一段砾滩#後垅地理环境与沿岸石沪

清代多数时间後垅 &今称後龙 '隶属淡水厅管辖!直到光绪元年

&&*(0 '才因
!

淡(新分治隶属新竹县!光绪十三年&&**( '竹(苗分治则

归苗栗县0日本殖民台湾後由新竹州管辖#本文尝试以$海洋环境史%

!

主

要理论框架!因此需要先探索此区域的海岸环境(地理样貌#据经济部水利

署资料!苗栗县海岸多属砂岸类型!?呈现侵淤互现海岸消退状癋0中港溪

和後龙溪所夹的地区$海岸迫近丘陵!尤其在外埔(水尾二处?蚀严重%!

後龙溪口往南到通霄则是形成砾石海岸#

*63

! 历史时期上!光绪九年&&**$ '

刘铭传&&*$).&*') '称" $大甲以南至凤山!沙瞃阔者五十里!兵轮不能

泊岸%0他认
!

大甲以北到宜兰则有许多港汊能停泊兵船!新竹沿海$皆平

沙!後垅(中港!三号兵轮皆堪出入%#

*64

! 这段描述大体上指出光绪年间堑

南海岸的地景状癋符合现代海岸环境之认识"竹堑沿海以沙岸
!

主!但後垅

和中港二处口岸仍可容纳现代化军舰停泊#

在探讨後垅滨海的外埔前!有必要先就清代後垅的地理空间以及港口位

置有基本的认识!方能有利
$

明
!

何外埔某种程度上独立於贸易繁盛的港口

发展以及後续有关走私的讨论#在清代!後垅港曾是一处足以与竹堑港相提

?论的重要口岸!但港口位置则随着时间(环境逐渐变动!自始至终都不靠

$海%!主要
%

生交易的$港%是循河
"

入邻近聚落#

*65

! 例如康熙二十四年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62

*63

*64

*65

如此将环境与人群(生计与社会置於一个框架下讨论的类似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一种典

型即是探索理解国家干预(水资源竞
1

的$水利社会%之互动#余康! ,水利秩序中的

商业要素...南宋至民初徽州
\

?管理方式之演变-! *历史人类学刊+!第&'卷!第

&期&"#&'年%月'!页$(.)$#

经济部水利署! $苗栗海岸 %!"#""年"月&&日! @==XBOSSWWWNW36NM>AN=WSd5WBg

,><=5<=N6BXhi< j$"0$kBj&'$0%#

刘铭传! *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0* '!卷首! ,设防略序五-!页""#

这一点符合明清闽南人将$港 %视
!

$河 %的概念!参见 l6L2>.?4@?<M]555=4N59BNJ

<400-&. $%+.-(: <-(*4"-5+'!45D/&.*$&"-&(8)!-5*-4.+"-4<-(%+.-54$-.-5D/E+"*$ &新竹"清

华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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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成书的*台湾府志+称" $後垅港由崩山社至新港仔入海# %

*7,

! 康

熙五十六年&&(&( '的 *诸罗县志 +载後垅溪" $过加至阁之西!

!

後垅

港!入於海# %而後垅港则是 $在後垅社前!港面甚阔!商船到此载脂

麻%

*7-

!#又提到後垅$港口深广!直透後垅社前!可容战船出入!

!

水陆扼

要之地%

*7.

!#雍正年间!蓝鼎元&&)*#.&($$ '在规划军事部属时!指出後

垅等地$处处藏奸之所%!後垅港则$港澳宽深!由海口直达後垅社!可容

战舰出入0此亦入台僻路!

!

水陆要区 %

*7/

!#然而随着後垅溪淤积!後垅港

的位置逐渐往出海口方向迁移!至少在乾隆十二年&&(%( '!范咸就已经称

後垅港" $无大商船停泊!惟台属小商船往来贸易# %

*70

! 乾隆年间已称此口

!

小港!无法容纳大船#

*71

! 同治十年&&*(& '的*台湾府舆图纂要+显示後

垅溪分
!

二股!北侧水道&即今日北势溪'因
!

$溪高於海!潮不能进!船

不能泊入%#另外一条则由後垅街南侧入海!地名
!

海口#

*72

! 同年的*淡水

厅志+称" $後垅澳!33汇诸溪水入海#口门较小!

"

港阔二十丈馀! 深

八九尺!大船不能进口!所泊只载二三百石者#潮涨至乌眉而止!与兴化南

日对峙0

!

水陆扼要# %

*73

! 这段文字意味着从入海口处!小型船可以接驳

逆流而上直至乌眉一带#

*74

! 光绪二十年的*苗栗县志+称" $後垅港"一名

&&# 卢正恒

*7,

*7-

*7.

*7/

*70

*71

*72

*73

*74

蒋毓英! *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诸罗县水利-!页)(#

周锺蠧! *诸罗县志+!卷&! ,山川-!页&%#

周锺蠧! *诸罗县志+!卷(! ,水陆防汛-!页&&*#

蓝鼎元! *平台纪略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0* '! ,台湾水陆兵防疏-!页(&.("#

范咸! *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0* '!卷"! ,海防-!页*'#

*明清史料+!戊编!第'本!页*'0#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台湾府舆图纂要+&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页"()."((#

陈培桂! *淡水厅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海防-!页&*$.&*$#

此处传
$

也体现$官方%色彩!因
!

该处位於官方道路上!传
$

中一位士兵在此与神明

互动#即便到民国年间从今日校崎一带也可以通过後垅溪水路通往出海口0乌眉位於西

湖溪北岸的丘陵区域!即是如此 $远离 %海岸!此处仍可见到传闻建於乾隆十六年

&&(%& '的福宁
?

!沿着打那叭溪北岸通往西湖会经过一处乌眉崎!该处的福宁
?

即有

着一个陈氏宗族$遭遇风漂流%至此的定居故事#根据笔者"#"&年&"月&%日乌眉福宁

?

调查结果#

,

-

.

/



溪洲港# %

*75

! 溪洲位於出海口与後垅街之间!在康熙末年已有汉人群聚建

港#

*8,

!

^

言之!後垅溪在康熙年间尚未淤积时!大船仍可深入河道!清末

$港%已逐渐往出海口移动!但仍是远离出海口的聚落附近#因此负责接驳

外海到後垅港的人群和船!就扮演重要的角色"接驳小船若前往後垅港即

是贸易!但若前往非官方口岸就是一体两面的走私了#

後垅的汉人聚落於乾隆六年&&(%& '左右开始稍有规模#

*8-

! 然而!聚落

离海岸瞃有一段距离!当时国家力量无法深入该处!在康熙末年称$後垅(

中港(竹堑(南嵌各港商贾舟楫未通!虽入职方!无?化外%

*8.

! !但道光年

间後垅已经 $民居街市稠密 %?修建$##馀丈的土堡(环绕刺竹!?配四

门#

*8/

! 由此可知!大约在雍正(乾隆年间!後垅地区已有汉人聚落 &後垅

街'(熟番部落&後垅社'(官方驻?&後垅汛'(交通孔道&後垅港'等

四处!其所在地相当集中於後龙溪北岸!但距离海岸仍有距离!居民多以开

垦或贸易
!

主要生计模式#

後垅沿海从北而南有着海口(外埔(水尾及後垅溪南岸的公司寮等聚

落#乾隆六(七年左右!

f

籍汉人已在後垅街庄西侧沿海向新港社(後垅社

承揽土地开垦#

*80

! 虽然在*$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

计画%成果报告书+中称此区域的外埔在&*(#年前是个不足百
>

的小村庄!

因劳动力不足导致无力修筑倒塌石沪#这固然可是其中一个面向0然而!笔

者也提出一诘问!一地区有可能在$#年
"

人口从)##人增加一倍馀至&$)%人

吗4即使地方存在王船?临使五丰登促使人口增加的传
$

相佐证仍不合

理0因此!虽然劳动力不足可能是事实!但是另一情癋可能正如前述 $无?

!!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75

*8,

*8-

*8.

*8/

*80

沈茂荫! *苗栗县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川港-!页$&#

根据笔者"#"&年&&月"*日田野调查之结果!该处今日尚有龙德
?

(金云
?

等位於溪洲的

?

庙#

後龙慈云
?

之调查结果!"#"&年&&月$日0亦可参见沈茂荫! *苗栗县志+!卷$! ,街

市-!页$0.$)#

周锺蠧! *诸罗县志+!卷(! ,总论-!页&&##

陈培桂! *淡水厅志+!卷&0! ,文徵上 -!页$'00沈茂荫! *苗栗县志 +!卷$!

,城池-!页$%#

刘秋云(简史朗!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史+&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页

$*.$'0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 +&後龙"後龙镇公

所!"##" '!页'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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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世纪外埔位於滨海远离港街中心!官方对此人口管辖?不精确!

因而未登记在案(缴纳赋
Z

#

*81

! 这些沿海聚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国家%的

掌握!相较於从国家势力和正式口岸的角度来理解! $非官方%的活动同等

重要!例如位於後垅溪出海口南侧的公司寮港!清代称
!

$礁罭叭港%0

*82

!

约雍正八年&&($# '!已有汉人在公司寮筑寮捕鱼0十年 &&($" '!修建了

以萧府千岁与妈祖
!

主要神明祭祀的草寮#

*83

! 从後垅街庄在乾隆初年的发展

和这则述
$

配合!暗示了後垅的沿海地方至少和官方认证的後垅港(街!道

卡斯番社与汉人耕作等发展是?行前进#

後垅沿海地区的海口(外埔(水尾多
!

砂岸!但唯有外埔遍?砾滩!这

些砾滩正是构成外埔地区石沪的地基和材料#在台湾的不同地区随地取材修

筑$渔沪 %往往因地制宜#石沪通过涨退潮带来的渔获!如 *重修凤山县

志+中引
3

叔? &&)*".&(0* '*台海使槎
5

+载" $沪者!於海坪潮涨所

及处!周围筑土岸高一二尺!留缺
!

门0两旁
[

木柱!挂小网柱上!截塞岸

门#潮涨淹
<

沪岸!鱼蛤随涨入沪0潮退水由沪门出!鱼蛤
!

网所阻#宽者

!

大沪!狭者
!

小沪# %

*84

! 又! *澎湖厅志 +记" $沪用石碎围筑海坪之

!!

&&" 卢正恒

*81

*82

*83

*84

郭奇正!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 %成果报告书 +&苗

栗"苗栗县政府!"#&* '!页'(.''#

根据林玉茹的讨论!後龙与兴化相对!而溪洲和公司寮曾 $先後 %作
!

後龙地区的泊

所#根据林玉茹的分析!在第一小期&&)*$.&(&# '竹堑以南地区港口有竹堑港(盐水

港(中港(後龙港#第二小期&&(&&.&($# '!有竹堑港(盐水港(中港(後龙港(礁

罭叭港(吞霄港(房眧港(蓬山港0中港和後龙港於此时是四级港#第三小期 &&($&.

&(*$ '!除了上述港口外增加了油车港(宛里港(大安港(大甲港0竹堑港在此时期作

!

三级港#第四小期 &&(*%.&*$# '增加了香山港0中港和後龙港在此时升
!

三级

港!吞霄港
!

四级港#第五小期 &&*$&.&*)# '!香山港升
!

四级港#第六小期

&&*)&.&*(# '相同!则多了水港(土地公港!少了礁罭叭港0这段时期後!後龙和

竹堑都升级
!

二级港!香山港则升
!

三级港#第七小期&&*(&.&*'0 '多了白沙墩港和

白瓦厝港!苑眧港升
!

四级港#参见林玉茹! *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 +!页$*(

%&(%)(%'(0$(0((0'((%#

即今日的五福
?

0有关此庙宇的传
$

包括一艘王船自海而来!船上搭载照(雷(周(石

四府王爷雕像!帮助当地人群摆
E

疾病#来自五福
?

田野调查结果!"#"&年&&月$日#

王瑛曾! *重修凤山县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

室!&')"!乾隆二十九年成书'!卷%! ,杂饷 -!页&&'0

3

叔?! *台海使槎
5

+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0(!雍正(乾隆年间成

书'!卷&! ,赋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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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满鱼藏其
"

!水汐则捕之# %

*85

!

^

言之!渔沪本身就是仰赖环境取得

渔获!且随着当地所获取材料而有不同规模和修筑方式#

*9,

!

道卡斯族人有检拾海蛤的传统!直到今日仍有前往石沪捡拾螺蛤的传

统#

*9-

! 最常被引用关於原住民与石沪的史料是,後垅港-中的描述" $双溪

奔流西入海!海势吞溪溪气馁0银涛翻逐
]

波!遂使溪流忽然改#番丁日

暮候潮归!竹箭穿鱼二尺肥#少妇家中藏美酒!共夫倒酌夜炉围#得鱼胜得

獐与鹿!遭遭送去头家屋# %该书在竹箭穿鱼二尺肥一句後补充
$

道" $不

事网罟!多筑石扈0潮退!以竹箭射取# %

*9.

! 又!根据日本殖民政府调查报

告!外埔在&*(#年代仅有"口!到了&'##年代有&"口!&'%0年代达到"#口!加

上水尾的)口!约有")口#

*9/

! 据外埔地区民间之调查!後垅溪北岸有"&处石

沪!南岸则有&$个石沪#

*90

! 虽然依照当时石沪申请纪
5

!多数石沪在&**#至

&'##年代才修筑0然而!这些许可资料上仅称$共同出资兴建%!此
$

法有

些许模糊的空间#实际上!道卡斯族所建的石沪规模或许远小於现在的大

小#

*91

! 加上前述清代描述沿海石沪连绵存在的资料和本文後续的论述!或可

证实"当时所谓的出资兴建或修筑!更有可能是指汉人将既有的石沪再次扩

张(大规模维修的时间点而已!但原先此处已遍?道卡斯族人所建设(规模

较小的$沪%#

*92

!

倘若原先的道卡斯石沪规模较小!

!

何今日外埔石沪不管在结构或是规

模上都与白沙屯(中港(淡水(澎湖有所差?!规模略大4外埔石沪?非如

桃园新屋(沪尾等堆砯式样貌0相较於白沙屯的石沪较
!

分散!外埔石沪规

模不仅较大!且彼此连续(密集&见附图& '#

根据地方文史学者(日本殖民时期调查报告等材料!可以统整出两种
$

法#其一!後垅溪南北岸合计共有$%口石沪!其中北岸有"&口(南岸有&$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85

*9,

*9-

*9.

*9/

*90

*91

*92

林豪! *澎湖厅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光绪年间成书'!卷'! ,风俗-!页$&#.$&&#

例如澎湖的石沪不少都是使用当地特有的玄武岩(珊瑚礁石灰岩等
!

材料进行修筑#

范咸! *重修台湾府志+!卷&0! ,番社风俗-!页%%'.%0##

周锺蠧! *诸罗县志+!卷&&! ,艺文志-!页")).")(#

资料整理自郭奇正!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成果报告

书+!页'((''.&###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资料整理自郭奇正!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成果报告

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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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其二!中港溪到後龙溪之间共有"*口#实际上!二者所根据的资料?不

突!取其最大值可知!外埔曾有""口石沪!水尾有)处!後龙溪南岸则有&$

口&参见附表& '#有学者依石沪数量变迁与台湾惯习研究会调查!认
!

外

埔地区约在&*(#年代从&##

>

发展到"0#

>

的村庄!?称石沪从&*(#年代的"口

快速增加到&'##年代的&"口0认
!

此变化与&*(#年代的发展和当时迁台禁令

结束有关#

*93

! 不过!这样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根据现有材料!早在乾隆年间

已有石沪契约的定与人群之居住!不过因该处缴纳的是番大租!?非直接

清楚登记在国家
>

口下的制度#再者!即使日本殖民时期渔业许可外埔地区

"$口石沪中!大多登记的起造时间都在&**#年代以後!不过此数字是值得商

榷的#例如据称登记於&*'%年的外湖仔石沪!其契约文书称朱文良在&*')年

前就已承袭自其祖父!由於二代约是%#年左右#又!根据乾隆四十七年

&&(*" '竹篙沪契约可以发现其南北分
*

有鯢荣沪和沪仔0道光十四年

&&*$% '朱谢氏的契约南北分
*

有谢瑞石沪(新港沪0同治八年&&*)' '位

於崛仔尾的石沪!其北
!

新填仔沪!南
!

$沙%#

*94

! 因此!至少知道新填仔

沪於&*)'年前就已出现0竹篙沪北侧的沪仔沪也早在&(*"年就存在!更不用

$

石沪往往会因重新修建者或拥有者而改名!例如谢瑞石沪等#因此这些石

沪在清代就已存在!仅是规模扩张(更
^

沪主(日本登记制度等而有不同的

命名和兴建时间之计算#因此!更加合理的理解是&*(#年代是
>

口可合法被

登记!&'&0年渔业许可证则是向国家登记石沪的时间点0然而!在此前此处

早已群居了仰赖既有石沪作
!

主要生计的人群#鉴於附表&的资料!我们可

以根据两份资料重新绘外埔石沪的分?&参见附图" '#

缴纳赋
Z

是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重要形式!杨培娜更称课徵渔船管理

和渔业赋
Z

是王朝国家权力向海洋延伸的体现#

*95

! 清代澎湖有课徵沪
Z

!雍

正五年&&("( '规定大沪每口徵银*钱%分!而小沪每口徵银%钱"分#

*:,

! 澎湖

&&% 卢正恒

*93

*94

*95

*:,

郭奇正!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违纪计画 %成果报告书 +!页

'(.''#

陈水木(潘英海! *道卡斯後垄社群古文书集+!页&%$(&''(")'#

杨培娜! ,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东南沿海渔业课
Z

规制的演变-!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0年!第$期!页&$'.&0##

到了雍正六年&&("* '!出现了溢额小沪共$%口!每口一样徵银%钱"分#雍正八年

&&($# '!又有皗报小沪半口!徵银"钱&分#雍正十三年 &&($0 '!又有皗报小沪&*

口!同样徵银%钱"分#成书於乾隆三十四年&&()' '的*澎湖纪略+记!当时澎湖各地

有小沪)'口半!每口徵银%钱"分!共可徵得银"'两&钱"分0大沪"口!每口徵银*钱%

分!共徵银&两)钱*分#参见刘良璧! *重修福建台湾府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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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沪%属於渔课至少源於郑氏时期!每年在澎湖垄断的各种渔课可得&"##

两之谱!其中就包括石沪#此後!虽然福建水师提督许良彬 &&)(#.&($" '

奏请将此课归於 $提督衙门公事之用 %!但随後闽浙总督郝玉麟 &4.

&(%0 '禁革此事!将捕鱼船编号查办供课
Z

0自此!澎湖渔
Z

(渔课收归

国家#

*:-

! 正因
!

要处理施琅&&)"&.&)') '对於渔
Z

(课的垄断!澎湖通判

周於仁在雍正十三年奉檄清查地亩时!就曾经 $报皗网(缯(沪
Z

三十馀

两%

*:.

!#又!丁日昌 &&*"$.&**" '

Z

制改革?未更动渔
>Z

制及石沪属

於渔课而非眊饷的观点#如此一来!淡水厅属下的外埔石沪不该属於自郑

氏(清初施琅以来在澎湖科徵的$沪%

Z

0因
!

淡水厅所徵收的杂饷银中仅

有$罟饷 %而无 $沪 %

Z

#

*:/

! 一如道光二十七年 &&*%( '来台湾的丁绍仪

&&*&0.4 '所
$

" $网沪饷惟澎湖厅有# %

*:0

! 即是!虽然 $沪 %属於

$渔%!但淡水厅不将之纳入$渔课%!不似有悠久历史的澎湖#

据福建巡抚丁日昌的
$

法!随着清代行政区南北扩张!新区域也需订

新的
Z

则!这些区域 $赋
Z

较轻 %!其中徵收 $渔
>

者 %赋
Z

中就包括

$沪%!?认
!

" $且所徵杂饷!佣
>

(渔民皆去来无定!官役不能尽悉底

H

!则必需熟悉情形之土豪出
!

包揽!先须於地方官预纳承充之费# %

*:1

!

$渔民%来去无定也可在*噶玛兰厅志+找到相似的描述" $

i

港者!招捕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0

,

-

.

/

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卷*! ,

>

役 -!页"#'."&#(胡建伟!

*澎湖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卷

风
j

(抚癅完竣(缓徵钱粮的事件时!称澎湖在前一年八(九月遭遇风因而秋收
k

少!民
0

困苦!因此恳请将道光十一年的 $未完地种(船网(沪罾%共计"')两的
Z

额

延缓两年徵收#参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台案
5

+!癸集!页&&#.&&"0周

元文! *重修台湾府志+!卷0! ,杂
Z

-!页&*(.&**0陈培桂! *淡水厅志 +!卷

%! ,饷帑-!页&#&.&#"#

*:-

!董天工! *台海见闻
5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水陆饷-!页"0."(#根据杨培娜的观察和理解!清代福建渔
Z

是针

对船!福建的渔课则是针对渔业活动由里甲办纳的
Z

额!参见杨培娜! ,清朝海洋管

理之一环...东南沿海渔业课
Z

规制的演变-!页&%0.&%*#

*:.

!林豪! *澎湖厅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职官-!页"""#

*:/

!陈培桂! *淡水厅志+!卷%! ,饷帑-!页&#&.&#"#

*:0

!丁绍仪! *东瀛识略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0( '!卷"! ,

Z

饷-!页""."$#

*:1

!丁日昌因此建议将所有杂饷豁免!已经变成田的水潭等处则另行升科#参见台湾银行经

济研究室编! *台湾私法物权编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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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之人0俱沿山海盖草
!

寮!时去时来!时多时少!虽
!

民番所称便!实亦

奸宄所由滋# %

*:2

! 单就渔
>

的课
Z

而言!往往因
!

乘船活动的渔民会有$去

来无定%的危机感! *噶玛兰厅志+和丁日昌都关注到相同状癋#就此!若

渔
>

被官方视
!

浮动不稳定的人群!石沪虽可被归类
!

$渔%!

8%

生一种

属於$海洋%但
8

稳定可预测的$渔%结构#

既然淡水厅
<

有对石沪课
Z

!那石沪该缴纳何种
Z

4赵书仪认
!

这些渔

业该是汉人对熟番的$

i

社%的制度下!

*:3

! 多数研究或调查都认
!

汉人拥有

石沪的过程中付给熟番的$沪租%属於$大租%!例如新港社白番蟹炉(蟹

荣桂因缺钱於同治八年将石沪卖给汉人!规定 $每年配大租钱"##文 %#

*:4

!

刘秋云和简史朗认
!

此租该属於$集体性的赡养口粮租%!具有分摊风险的

结果#然而!由於贩卖者是$白番%!因此可知多数石沪已私有化!不该视

!

给予部落全社的$大租%#买卖石沪$就如同一般田地租
i

一样!汉人得

田骨!道卡斯族人留田皮!族人还能继续每年向承买的汉人收取 1沪

租2%#

*:5

! 柯志明指出$番大租%是业主向佃
>

抽收大租的权力!而私有番

业主则可向汉佃收取$番小租%0

*;,

! 陈秋坤认
!

$大小租%应该基於番业主

经营番租的形式和
"

涵来理解!虽对於 $番大租 %认识相同!但 $私有番

租%可以随着不同$地块种类与改良程度%收取不同的租粟!但仍有可能在

比如佃
>

自初工本开垦成水田的状癋下!出现$抽收番大租%之现象#

*;-

!

据现有石沪契约!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後垅社$白番%鮉孝尉等将位

在大眊庄北势$承筑石沪%的竹篙沪卖给汉人王佛*员!年纳沪租&大员0同

治元年&&*)" '再次买卖时!买方花费%员买下石沪和 $番租 %#

*;.

! 这些
%

&&) 卢正恒

*:2

*:3

*:4

*:5

*;,

*;-

*;.

陈淑均! *噶玛兰厅志+!卷0! ,风俗-!页"&'.""##

赵书仪! *台湾西北海岸石沪之营造与保存" 从家
>

经济到劳动股权的变迁 +!页

)".)%#

陈水木(潘英海编!*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苗栗"苗栗县文化局!"##" '!页")'#

刘秋云(简史朗!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史+!页'%.')(&*$.&'##

柯志明! ,番小租的形成与演变"岸眧新社地域社番口粮田的租佃安排-! *台湾史研

究+!第&0卷!第$期&"##*年'月'!页0(.&$(#

陈秋坤! ,清代中晚期平埔熟番业主的番租性质!&(%#.&*(#...以台中岸眧社和大岗

山新港社的田园租业
!

中心-! *台湾史研究 +!第&$卷!第"期 &"##)年&"月 '!页

0(.*0#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 +!页&''(")0#根据乾隆六十年

&&('0 '的资料!後垅四社年需应徵银&&*元!其中後垅(新港社(

9

眧社(中港社均

需要缴纳"'C0元#胡家瑜! *道卡斯新港社古文书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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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否是柯志明所谓的$番小租%呢4又!考量到时至今日新港社仍有前往

该处捡拾海螺的传统!

*;/

! 是否又可与曾献纬(洪丽完观察属於 $社例 %的

$山
Z

银%有所对话4以乾隆四十七年的竹篙沪
!

例!当时$沪租%价值约

是卖价的&"C0` 0但同治八年新港社的石沪之卖价%#大员而沪租仅"##文!

沪租和卖价的比例则已经低到#C%到#C)`之间0

*;0

! 这固然可以考量到同治年

间成本上升!石沪价值上涨!也可以反映番租的不动(石沪设施价格的上

涨!类似变动也可与林文凯调查竹堑社番租在道光朝以後因
!

将大租留於消

费而非投资田土设施!因而无法增长(?且开始典让贬值有类似之处#

*;1

! 此

现象
$

明无论是契约上所称的$大租%或$沪租%的
Z

额?未随着时间&乾

隆到同治'改变!但是沪体本身的价格随之变化#沪体价格的变化在两种状

癋下会有所增加!一是石沪规模的增加!二是其睶在价值的增长#不过!番

沪主所谓的无力维修!也正与他们?未对石沪进行 $投资%相符!这样的投

资则是交由汉人负责"如此一来!这样的过程也就符合汉人在田底上的投资

与改良#

*;2

! 直到&*')年的外湖沪还要缴纳番大租"角0点#

*;3

! *临时台湾旧惯

调查+中也指出後垅石沪
%

权的买卖和田园等不动
%

?无差?#

*;4

! 因此!从

政府对石沪课徵
Z

额可以发现!清代政府纳入後垅地区後!虽然理解$沪%

属於$渔%!但是?未将应用於澎湖的概念套用在此区域!反而是允诺既有

新港(後垅等社对於石沪的
%

权!相较於澎湖使用渔课!此区域则以 $番

租%进行管理!也是清代外埔当地透过番租与国家进行间接互动之方式#

简言之!过往关於清代後垅研究多聚焦在此处道卡斯族之番社与汉人街

市(官方港口所在的区域#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港口也逐渐往出海口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

*;0

*;1

*;2

*;3

*;4

刘秋云(简史朗!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史+!页"#0#

根据学者研究!在台湾的银(员
^

算随着时间地点均有不同!因
!

史料限制难以确切地

找到同治八年的
W

价!不过比较通行的比率大概是七
W

!也就是七折#

^

言之!佛银和

库平银的比率约是&#"(#也就是
$

依照新港社此沪%#大员来算!大约等同於"*两!若

依照同治年间&两约
W^

&&##到&*##文
^

算!也就大概是$#*##到0#%##文!因此沪价和

沪租的比率
!

#C)m到#C%m之间#参见陈哲三! ,清代契约文书中的银币及其相关问

题-!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期&"#&&年)月'!页&#&.&$(#

林文凯! ,清代台湾熟番地权的创设与流失"以竹堑社
!

个案的历史分析-!载詹素娟

编! *族群(历史与地域社会"施添福教授荣退论文集 +&南港"中研院台湾史研究

所!"#&& '!页&$$.&*$#

李文良! ,番租(田底与管事...康熙下淡水社文书所见的台湾乡村社会-! *汉学研

究+!第"(卷!第%期&"##'年&"月'!页""'.")##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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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然而!上述的聚落和官方配置依旧未抵达沿海地带#而沿海地带的海

口(外埔(水尾(公司寮%聚落?未被过去以平原(港口
!

主的讨论纳入视

瞃#其中!因
!

外埔砾滩的特性!成
!

规模较大的石沪之所在的重要区域#

清代官方不以行之有年的$沪
Z

%$沪饷%课徵!而是允许当地熟番以番大

租课徵这些石沪
Z

额!正是一种$陆地制度%应用於海洋的体现!甚至避免

关於海洋$渔%的不确定性#石沪本身即是将陆地地权划分建立在海洋上#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淡水厅石沪的出现同时是陆地制度 &番大租'运用於海

洋!避免海洋对国家体制&渔民'的不确定性!也让国家看待外埔石沪与其

他同样拥有石沪区域有不同之特质#

三$石沪之跨庄资本与外埔对外关

外埔地区耳熟能详的俗谚$吃蕃薯块配鲨鱼肚%揭示农渔?存的生活模

式#直到战後很长一段时间!石沪渔业都是外埔最重要的生计活动之一!即

使日本政府曾认
!

石沪已无法抗衡新式渔船!其营生者一般过着 $半农半

渔%(年收入约在0#到&0##圆*;5

!间的生活!将之作为营生副业#

*<,

! &'")年$

月$#日!後龙庄渔业协同组合成立!此後在&'$*年登记其下的石沪共有%$

所!可捕捞到沙丁鱼 &原文作
l

'等渔货!每年约可获利0#0#圆#

*<-

!想像

中!石沪如此被动的渔猎方式!似乎不会有丰硕的利润!但究竟实际收入

!

何4能否维生计4根据探问!石沪的收入可观!且一年四季均可以有

不同的鱼获#

*<.

! 清代就有称白沙墩包括石沪在
"

的渔业" $当盛获时!多

有一家日可得钱百十千者#台中属葫芦墩之鱼腥食料!半仰乎是0诚猎渔

之一巨观也# %

*</

!台湾临海多
!

季节性?鱼类!也是石沪的主要捕捞对

!!

&&* 卢正恒

*;5

*<,

*<-

*<.

*</

本文所用的单位均源自契约文书中的原文#这些词虽然很多时候混用!但是需要使用

源字方能理解!所以文中无论是B大员C或B圆C都是正确的单位#

杉山靖宪! *澎湖D古今=涉EF +&台北"成文出版社!&'*0 '!页'"#

"

藤春吉! *黎明<我G州水
%

业+!页$(.%(#然而!&'&'年&#月的报导称!'月後

垅地区一鱼家用曳地网出海捕鱼!获得
l

鱼00###斤!每百斤可卖&#圆!到後垅贩卖可

卖到&"圆#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台南"汉珍公司'!&'&'年&#月%日!版(#

目前的石沪拥有者都表示他们父辈(祖辈均依靠石沪的收入购入大量的土地#

蔡振丰! *苑眧志 +&*台湾文献丛刊 +第%*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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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0

! ?鱼类活动的范围深受海洋
M

度和环境之影响!如一则关於石沪收

的资料称" $朔气高涨!霜气加严!由外港而来
!

母鱼!因气候之转移成

群结队!遂潮居於各
"

港之身处#33由石沪
"

围捕之丁香及敦鱼季可卖二

千馀金#诚
!

旬日闾之好运儿云# %

*<1

! 以澎湖
!

例" $澎湖本厅自入秋以

来!一般渔癋皆不振#现如钩钓围网及下罾等!每日所捕无几!即石沪所获

亦寥寥罕见# %

*<2

! 外埔当地通行的$石沪话%中就有$好坏三年轮一遍%!

描述沪主的收风险之分摊!呈现规避海洋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分摊风险

之折衷办法#也就是
$

!依靠石沪的收入起伏颇大!是否足以营生也端赖环

境(气候之影响0收入颇丰也应证前述番租长年持平!但沪体的价格随之

增加#

*<3

!

後垅外埔的石沪契约是本文主要仰赖的史料之一!其中体现 $海洋知

识%特点颇
!

明显#先以澎湖$沪%契约作
!

比较基础"

立现耕契字人%大赤癳社林整房子庚%有承继先伯父宗祧自己

填筑石沪一口%在金屿%土号名西桥仔+沪东至金屿%西至港%南

至到?沪%北至金屿%四至填明
!

界+沪夥计 '六大份 ( %著年轮

巡%房应得半份%十二流轮巡一流+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叔兄弟

侄%不肯承受%无奈%托中引就向与本社郑良文官典出七二佛银四

十大元+银即日同中如数收讫1而沪随付银主前去管耕轮巡%不敢

刁难阻挡+时三面言约%但此石沪%房自己与叔兄弟侄及他人不能

赎回+此业皆公同面议%以後不能?言生端滋事+保此石沪是房

子庚承继先人宗祧自己之业%与
>

房亲人等无干%先前亦无重张典

过他人财物
!

碍以及交加来历不明等情%如有不明者%房自出首抵

!!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0

*<1

*<2

*<3

据外埔当地石沪拥有者告知!石沪渔业的主要目标是洄游鱼群!例如
m

仔鱼(?仔鱼

&丁香鱼'(赤膨鱼(?仔鱼&四指马鲅'(春季鱼(白带鱼(白腹鱼&斑点马鲛'(

花枝(软丝(虾(螃蟹(乌鱼等#有时!冬季也有乌鱼闯入石沪!将带给渔民钜额的收

!但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

?+!页"(%#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0年"月%日!版)#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年'月"*日!版%#

曾有人想用上好的十甲地交
^

一处石沪!可知石沪的价值#参见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

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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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不干银主之事+此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今欲有

凭%立现耕石沪半份契字一纸%付执
!

癤+即同中收过来契面七二

佛银四十大元足%再癤+光绪二十七年一月日+作中人林吉+知见

人妻石氏+代书人石崇山+立现耕契字人林整房+

*<4

!

这份光绪年间的契约有属於海洋(石沪的独特用词!例如其位置!分
!

$六大份%!?称$十二流轮巡一流%等0但同时也有土地文书中极
!

常见

的用词!例如银主需要定期巡视石沪各部确定其稳固与否!

8

是使用土地文

书的$管耕轮巡%一词#

前述鮉孝尉的竹篙沪四界是$东至海觧!西至海!南至鯢荣沪!北至沪

仔%!其贩卖的原因是$因扈被风浪大作?坏平地!自己无力不能填筑%!

因此卖给汉人王佛#对应前述澎湖石沪的 $管耕轮巡 %!此契约则是提到

$其石扈付与银主前去掌管填筑捕鱼!永
!

己业 %#

*<5

! 乾隆五十三年

&&(** '王赞乾向王佛购买!其後由赞乾之孙王春富承袭!於同治元年将已

倒坏(%年未重新填筑的石沪以%员将石沪和番租卖给(人!分
*

是朱天束

&&员'(朱续&0角'(陈琴棋&0角'(陈和&0角'(陈石来&0角'(

\

葵&0角'(陈妈回&0角'#

*=,

! 然而直到同治七年&&*)* '十月!前述买主

每次预合填成沪
8

总是差了$份拥有者之同意!所以招来郭妈备银0角买来陈

妈回的一份(朱熙备银0角买来陈石来的一份!最後也找来了来自水尾的叶

石备银0角买来朱清瓜的一份!之後挑好合适的时辰筑成石沪!八日一份捕

鱼0买地基的契纸则留在卖出
%

权的朱清瓜处#

*=-

! 因此!此一石沪因此变
!

$八流底%&朱天束本人分到二份'!捕捞的人数增加虽然意味着获利的
k

少!

8

也代表石沪规模的扩大!因而汉人更大规模地投资此$田底%#

竹篙沪历年契约展现不少面相0其一是关於海洋知识与地域
%

权范围的

变迁#从乾隆四十七年的四界是$东至海觧!西至海!南至鯢荣沪!北至沪

!!

&"# 卢正恒

*<4

*<5

*=,

*=-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台湾私法物权编+&*台湾文献丛刊 +第&0#种!台北"台湾

银行经济研究室!&')$ '!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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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到同治年间此时石沪的四界描述已变成 $东至山!西至海!南至鯢荣

石沪!北至沪仔 %!其东界从 $海觧 %变
!

$山 %#此沪於&'#%年又被卖

掉!该处地址界瞃已变成" $东至石头坪!西至清水觧!南至深眊仔沪!北

至沪仔沪%

*=.

! #边界的移动!除了南侧从鯢荣石沪变
!

深
M

仔沪的易名外!

也可以发现乾隆到同治间的东侧边界从海滨较
!

明确的$海觧%变成较模糊

的$山%0後垅外埔海边离山区甚远!但是从沙滩进到陆上後!该地区有几

处当地墓区的$小丘%!或许所谓的$山%就指此区域0

^

言之!同治年间

的买卖已将陆地
%

权&往往可建设放置渔具的寮'包含在石沪买卖
"

#&'#%

年地界有了明显的改变!其东界有了更明确的位置!西侧入海处不再是毫无

边界!而是到了地方上理解的海洋中的 $清水%交界!这样的认识或与日本

殖民政府对此海岸进行科技调查有关#这些改变不仅代表人
!

地貌改变!

而且是对海洋空间的认识变化...也或者是日本殖民时期海洋
%

权不再是延

伸出去的无限海域而是有一个范围限制的空间#

再者!契约同时揭示了环境对石沪之影响#该沪贩卖的原因是风浪?

坏!後垅社番无力填筑#然而!即使卖予王佛!後续由王赞乾买入後!此沪

曾经倒坏长达(%年?无填筑形成平地#这两次的贩卖都和风浪等环境因素有

关#最後是(人购买?且 $地基随踏付银主掌管填筑成沪!捕鱼
!

活 %!相

较於$管耕轮巡%让石沪契约订定者使用更具有 $海洋意义%语来陈述!

且购买者从单一家族变成三姓七人#其中!第二次买入$小份的过程!不仅

稀释了陈姓的股份!加入了郭姓!而且最後番契留在将股权卖掉的朱清瓜手

中!似乎暗示了朱家在此的掌控地位较
,

0来自水尾的叶石加入也揭示外庄

跨入外埔购置
%

业#

*=/

! 因此!这意味着石沪规模和性质的变化!还有从单一

家族变成跨家族的变化#

外庄人士叶石被拉拢入股的过程!也体现於其他石沪上#同治六年

&&*)( '新港仔沪的契约!

8

展现了一种外埔以外街庄追逐利益的结果#该

沪原
!

六流底!且每一流?非隶属同姓"分
*

是&C

3

狗0"C李敢(陈当生(

陈仕立0$C李玉(陈妈乞0%C叶发(李进00C董侯(叶石(叶致0)C朱韫(

!!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

*=/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页"'0#

叶石是水尾当地人士!?是咸丰年间将水尾祭祀中心玄天上帝的草寮改建
!

现在秀水地

区的武德
?

的主要倡导和捐赠者#此外!不少外埔人也
$

过去水尾能
)

修建石沪的地点

有限!所以不少人都在外埔石沪上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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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和成(叶金来!这些沪主从谢茂(赵传手中买来#可发现多位沪主在不同

石沪中买卖的现象!意味着?非当一位沪主卖去一口股权就此与其他石沪
B

缘0相反的!大家所追求的是最高利益#在此石沪的买卖过程中!郑象和朱

文柳则是中人!因
!

朱清帆(朱清瓜的祖父欠後垅街益源号铜钱"#万!所以

跟此沪的沪主朱清帆(朱清瓜商议!把该沪)份改作*份!抽出一份给益源

号(一份给当中的中间人朱文柳#

*=0

! 此次从六流底改
!

八流底的过程中!不

仅可以看到来自水尾的赵传和後垅街的益源号的参与!而且可以看到石沪在

同治年间从熟番(外埔个人(家族的生计模式!形构一种跨区域的经济(资

金(劳力流动的生计模式!以及因
!

沪主较远巡沪困难!仰赖专业化协助的

可能性更高!例如聘?专业的巡沪者协助居住过远的沪主#

*=1

!

虽然原因未明!但同治年间似乎是石沪买卖频繁(沪价上涨的时间#同

治八年!後垅新港社白番蟹炉(蟹荣桂把祖父加 唏留下!四界位於崛仔尾

而其界$东至山顶!西至青水觧!南至沙!北至新填仔沪%!此东和西两侧

分
*

到山顶和青水觧也呼应了前述有关海洋分界和距离的分析#因
!

缺

钱...而非无力填筑或倒塌...把该沪卖给汉人谢炉(朱清瓜(叶金义(朱

天庆(叶扁(洪平(方才(朱四(

'

南山等!定价%#大员!每年配大租钱"##

文#

*=2

! 因
!

拆成'份!要求$各份沪节各管!勿致波浪损坏 %#这样的分割

不仅让沪主分摊风险!也将彼此绑在一起负担投资成果#此沪被分成谢炉一

份!朱清瓜一份!方才半份!方阵半份!叶扁一份!朱天因半份! $朱四合

计半份%!朱天庆(朱文
*

(朱馀来(朱文在(朱文章0人得一份!叶金义

半份!叶扁口半份!洪平半份!洪武(洪平(洪狮(洪象合计一份!

'

南山

一份0番大契留在朱清瓜处#

*=3

!

从上述石沪买卖可以发现後垅
"

不同村庄(街市追逐利益
%

生的跨庄资

本结合!那超出後垅范围的跨庄关又是如何4通过两则有关石沪的信仰传

!!

&"" 卢正恒

*=0

*=1

*=2

*=3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页$$&#

白沙屯的石沪陈朝合家族在乾隆年间偷渡来台湾时!在白沙屯上岸!?且充作石沪工

人!该家族留下了一个石沪宝藏的传
$

!之後移往中港地区?且获取功名#陈家後代甚

至流传着发家致富在於看顾石沪时获得大量漂流钱财的说法!参见邱琼莹! *世变与家

道...台湾中港陈汝厚家族的发展&&(%).&'%0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页$0.$)#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页")'#

陈水木(潘英海编! *道卡斯後垅社群古文书辑+!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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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可理解一二#外埔信仰中心之一的吉兴
?

流传一则关於王船的传
$

#道

光二年&&*"" '!外埔渔民
3

天枝和朱晏二人!趁着中港溪退潮时!跨过溪

水前往中港购置捕鱼用品#在中港溪外!遇到一艘王爷船驶入该处渡船头河

"

!中港乡民在岸边举行法事!希望能将该船迎入中港#然而!该船
8

不
!

所动#直到二人渡河时!该王船
8

剧烈震动!二人因此向王船阐明!若然有

缘则待二人购置完渔具後再行接驾#二人自中港返家後!该王船居然跟随而

来!最後驶入位於今日吉兴
?

後方阿九沪!

3

氏更於该日夜眧梦得池府王爷

托梦!此後外埔庄民修建庙宇供奉池府王爷#

*=4

!

3

天枝和朱晏从後垅往中港

的路瞃是通过$渡船头%!而此处彼岸的中港渡船头!是位於中港的叶氏家

族群聚的眊仔头#该地传
$

!同治六年一艘王船停靠中港溪口!因
!

临近海

滨导致生计困难而无法维持祭祀!所以仅迎了三府王爷於该处!其馀神像则

随王船南下!据信抵达外埔?且被供奉於该处0又在九年!有朱(李(池三

府王爷抵达眊仔头!当地叶氏宗族进而修建德胜
?

#

*=5

!

这二则故事反映了当时中港与後垅间的漳泉械之状癋!同时回应跨越

中港溪口两岸的竞合关#道光年间闽
f

械频繁发生!甚至对竹堑沿海地

区造成极大的破坏#道光二十四年&&*%% '中港和後垅漳泉械!淡水厅同

知曹谨在中港慈裕
?

立下 $中垅泉漳和睦碑记 %用以劝戒漳州(泉州人

群#

*>?@

! 吉兴
?

的故事暗示着後垅在竞
1

$王船%过程之胜利!而德胜
?

所述

$

的故事不仅可以与吉兴
?

关於中(垅械竞
1

时的故事呼应!也阐述了彼

此合作关!而此合作则展现於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治十一年&&*(" '!

後垅与中港商铺联合!修建了中港渡口!立下$五福桥碑%#然而!细观碑

文的捐赠者(主导者!会发现当时主要群体是竹堑城商人与後垅人群!此渡

口的主要捐资者之一正是当年担任中港总理(出自眊仔头的叶亭
/

#

*>?A

!

^

言

!!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4

*=5

*>?@

*>?A

根据後龙外埔吉兴
?

调查结果#中港溪虽然宽阔!但当海潮涨时水大!两岸相距一里

许!在水小!两岸相距半里0且当潮水退尽(溪水小时!两岸相距不过"#馀丈#陈朝

龙! *新竹县?访
2

+&*台湾文献丛刊 +第&%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 '!卷$! ,津渡-!页&"*.&"'#

根据竹南眊仔头德胜
?

田野调查结果!"#"&年&&月&'日#

项洁! *国立台湾大学典藏古碑拓本台湾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0 '!页

$%".$%$#

陈朝龙! *新竹县?访
2

+!卷0! ,竹北堡山 -!页$%0 ,五福桥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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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虽然上述的故事涉及王爷信仰(漳泉关!这些故事
8

都
E

离不了此地

沿海最关键的地景" $石沪%#

*>?B

!

将石沪作
!

主要传
$

元素的王爷信仰!呼应了丁仁盓所谓的$大型地方

性网络%之讨论#

*>?C

! 除了吉兴
?

外!外埔地方许多庙宇都与石沪有着紧密的

传
$

#

*>?D

! 甚至後垅
"

陆地区也一样!例如位於大山的受天
?

传
$

居民洪氏梦

中得知一艘王船将停靠在外埔海岸!因此前往迎接至大山建庙祭祀#

*>?E

! 湾宝

的龙云
?

之王爷同样传
$

是&##多年前飘自外埔海边!先奉於家中!後来在

&')'年修建成庙#

*>?F

! 因此!可以发现!後垅地区几乎都有着与石沪相关的传

$

!这些庙宇均是王爷信仰!?且与当时漂流至石沪的王船有密切关#

因此!依据契约具有明显的$海洋性质%语言来看!也可从沪主人数(

来源(费用发现石沪规模逐步增加!独一家族无法负担维修和维持的费用#

也因此!清代石沪逐渐变成一种跨庄资本(劳力购置的结构!?且因
!

跨庄

沪主参与!从而逐渐朝向专业化前进!体现了石沪资本取向的特色#

*>?G

! 该
$

法中忽略了历史情境!由於石沪是具有获利性的
%

业!加上缴纳番租和投资

的状癋相比!其获利远高於成本!方因此
%

生以原先巡沪者联合跨庄追求利

益前来外埔购置石沪股权的现象#不过!石沪 $好坏照轮三年一次 %的特

性!海洋不稳定的风险性让沪主仍需要彼此一齐承担风险和获利0此一过程

!!

&"% 卢正恒

*>?B

*>?C

*>?D

*>?E

*>?F

*>?G

地方械往往成
!

地方信仰传
$

的一部分!而石沪都作
!

一种元素纳入其中#例如!白

沙屯五云
?

称光绪二十九年&&'#$ '六月十九日&点!外埔有王船 $金庆顺 %!白沙屯

居民陈栋等人前往!发现神像已被请走!惟独王船仍在原地!?於当中发现八角香炉与

什物数件!陈栋唯恐被发现!因此沿海从後垅(西湖回到村中!当时已是下午0点!此

後发现该炉
!

七府王爷主炉!白沙屯因而修建庙宇供奉!陈栋与其子後来均於该庙扶

鸾#因此!历史上後垅(中港(白沙屯之间的竞
1

成
!

一种信仰传
$

的元素!?且以石

沪上漂流王船
!

核心元素!流传在各地的庙宇之间#白沙屯五云
?

田野调查结果!"#"&

年&&月&*日#将这则故事与白沙屯过港地区的妈灵庙之故事相结合!会发现与械类似

的传
$

#过港妈灵
?

田野调查结果!"#"&年&&月&*日#

丁仁盓! ,大型地方性网络"台南西港刈香村际网络再思考-!载张繤编! *汉人民
0

宗教研究"田野与理论的结合+&台北"中研院!"#&$ '!页&)&.""(#

例如福三
?

建於合欢石沪前方!称该处
!

福德正神之地穴?在该处$奠定三五块石头
!

主%!从此有求必应$渔业振益%!此後朱家在此重新修建一间小庙#外埔福三
?

调查

结果!"#"&年&"月0日#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0"(#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0$##

徐宇文(张顺教(赖法才(

3

琼仪! ,石沪资本结构与生
%

规模之经济分析-!页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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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海洋环境对於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外埔与其他地区的关

也通过石沪作
!

传
$

元素形构出多元的样貌#

四$外埔社会#以朱家$寺庙$石沪与?姓合作
'

例

石沪串连了外埔(水尾(後垅街资本!同时也涉及拥有者的$分配%与

$维持%!如前述" $各份沪节各管!勿致波浪损坏# %陈宪明与其他学者

曾揭示澎湖石沪虽然跨村贸易
^

股的现象普遍!但多数案例指出澎湖石沪仍

是以血缘关
!

主的团队合作#

*>?H

! 赵书仪介绍石沪分节维修(利用等分工状

癋!过去已经充分被理解!另外以新屋(新丰(竹南(通霄(苑眧等地的石

沪群多是$家
>

%的经济单位!唯有後垅石沪初始从单一家族拥有!但随

即转变
!

多家族(?姓共有状癋十分显著#

*>?I

! 然而!赵书仪?未归结出其

背後
H

含的社会史意义!以下将聚焦於目前史料较
!

丰富的朱家
!

分析的

主轴#

海浪(东北季风(甚至飞砂等各样环境原因都可能导致石沪的损
:

!因

此维修成了沪主们获利与否的关键#根据两则契约可略略探得关於石沪责

任(权利分配#

&*''年!朱贞瓜和朱福来订了一次契约!主要目的是 $财从力生!事在

人
!

!是以份
"

商议!合力求财%#光绪二十五年&&*'' '!朱贞瓜因$乏

沪应巡%!向其家族的朱福来赎回新港仔沪(属於其家族的一半#如前述!

新港仔沪在同治六年的分配中变
!

八流底!但这时
8$

朱贞瓜之後$二十日

应巡壹日%!加上他赎回的是一半的
%

权!可知这时新港仔沪的流底已又变

!

五(或十的倍数!因此已变
!

五流底!而朱贞瓜(朱福来二人拥有其中一

流
%

权的一半!因此才需要每"#日巡沪一次#此契约规定" $沪节随即捻阄

!

定!各人掌管#而福来得拈得海底节拾担!贞瓜拈得山顶节伍担%!因此

朱贞瓜需要补贴福来之佛银"元!?且
,

调海底沪节永远
!

福来掌管#

*>J@

! 根

据调查与实际运作!一座石沪往往被切成数份!分
*

由各个沪主负责!其中

!!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0

*>?H

*>?I

*>J@

洪国雄! *澎湖的石沪+!页"(($##

赵书仪! ,台湾西北海岸石沪之营造与保存" 从家
>

经济到劳动股权的变迁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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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节维护较难!往往仅需要专责一区!而山顶节则往往负担较长的沪节!

从此可以发现石沪的维护务求均衡分工#

*>JA

! 然而!沪主不一定需要亲自前往

维修!如前述许多例子都揭示聘?专业巡沪工协助#由此可知!维石沪的

稳定成
!

沪主间结合的最重要因子#然而!朱氏家族通过改变流底垄断石

沪(获取利益的例子在整个外埔实属罕见#

&'#%年!

\

妈得和
\

海山承自父亲竹篙沪的
%

权!但因 $离海路途远

涉!巡捕辛苦%!所以把该沪以")大员卖给外埔庄的朱裕观#

*>JB

! 此一原因揭

示了沪主的责任!由於石沪若出有缺口!容易导致整个沪体的倒塌!所以每

一位沪主需要负责的责任区块就显得重要#

\

家兄弟无法合适地定期巡视!

若无法像前节所述雇用专业巡沪者!那就仅能将此沪卖给居住於外埔的朱

家...原先也是巡沪者#

前述两则资料揭示了巡沪的重要性!石沪$分节%的分配让维护时期每

一位沪主均需要前往负担一个责任区块0也呼应了前述有外庄沪主雇用专业

看沪者的专业化现象#

^

言之!无论沪主间的关是好是坏!他们仍需要协

力合作(共同负担彼此的花费资本拥有的
%

业#

朱氏家族无疑是观察外埔地方社会的合适切入点#朱家原籍高浦!直到

明末清初时开始迁徙#朱英生於康熙九年&&)(# '!其父迁移到澎湖吉贝屿

?於康熙二十九年&&)'# '葬於该处!後朱英之第七子朱造在乾隆年间移居

外浦!?娶林氏
!

妻!此
!

现今外埔开台始祖#

*>JC

! 迁居外浦後!向最早在此

开垦的谢姓家族购买拥有的道卡斯族位於外埔唯一未修筑石沪的蚵仔堀以东

的土地#

*>JD

! 虽然朱家後代曾称" $住居後垄外埔五世之久!守分农耕# %

*>JE

!

然而!朱家自来台第一代!就已石沪
!

主业#

*>JF

!

^

句话
$

!除了充作佃农

外! *朱氏族谱+中所呈现也是移民抵达(登陆的地点0随後亦迁徙到後垅

&") 卢正恒

*>JA

*>JB

*>JC

*>JD

*>JE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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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田心仔庄等处!?在同治朝以後逐渐肩负起地方事务的责任#

*>JG

! 关於朱

家的故事!从乾隆朝以後的状癋我们就不太清楚0这也符合当时的状癋!自

乾隆朝开始!朱家就不是地方上最重要的家族#根据朱总传与朱秋隆先生的

口述!过往朱家在外埔仍是相当小的家族!初到台湾可能是如陈朝合一样充

作石沪的工人#重要的是!朱家留有一种
$

法!即是他们直到日本殖民统治

遍及台湾後才被登记在案具有$

>

籍%!不然都是属於外来而非本地地主阶

级#道光六年&&*") '!闽
f

械达至巅峰!导致从中港到白沙屯等沿海地

区被烧
:

後!

*>JH

! 朱家开始在地方上扮演较
!

吃重的角色!例如前述吉兴
?3

天枝和朱晏的故事即可充作一例#外埔当地社会原先处於谢(王(陈等家族

之下的家族!当时聘用巡沪者也都使用类似的手法
,

调自身的社会地位#例

如咸丰年间!

\

宜在巡石沪时发现一艘王船停靠!将其上的三府王爷迎入此

庙!?定名
!

$合兴
?

%#从这段资料可以发现!掌握修沪(巡沪者开始在

地方社会上掌握权力#咸丰年间
3

天枝去世後!乩童的位置转由朱萍担任#

若
$

这时候合兴
?

已经改由朱氏家族掌握!同样权力结构也反映在石沪的买

卖#此外!从家族
"

部结构也可见到外来破坏的影响0道光十四年!朱谢氏

拥有其夫遗下的石沪?将之卖给叶员#

*>JI

! 道光年间朱家主要负责人均是女

性!例如道光年间朱叶氏也向朱谢氏的孙子朱天束借钱#

*>K@

! 这些状癋不免联

想到道光年间男性可能在道光六年械中有所
k

少!改成以女性
!

主导的过

渡期状癋#

如前述!同治年间是石沪大量买卖的时间点#这时候!

\

(朱等家族开

始大量购置石沪!例如前述同治元年重新填筑的竹篙沪#虽然陈姓还是拥有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JG

*>JH

*>JI

*>K@

例如朱天送在光绪二年&&*() '是後垅街的乡保!朱天因是同治十三年&&*(% '田心仔

庄&位於後垅街东北侧'的庄正!?在光绪八年修建後陇溪堤防时提供&"人!二人都在

这次修建堤防时充作许多工人的保人#参见*淡新档案+!档案号"二三四
"

四/三(

一四五
"

七/四六(一二二一五/二#

台北故
?

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摺件!故机#0('$)#相同的故事也
%

生在竹南合港田寮永

贞
?

!该庙宇的历史指出道光六年四月!彰化县民
3

文渊因
n

被窃!引发闽客械#

当消息传到中港地方!当地的闽
f

士绅
!

防患未然!於该年五月初五设宴协调!然而协

调失败!双方旋即发生突!数名客籍人士被杀!因此客籍人士联合袭击中港的各个闽

南庄#当时作
!

南庄总土目樟加礼女婿的
3

祈英!更邀熟番加入客籍#该月初九!中港

闽南人
!

了避免被夹攻!因此从中港西门逃离!上千人坠入濠中溺毙!日後该处修建了

善庆祠以?念亡魂#也因此!中港地区闽客突加剧!致使客籍人士从原先祭祀中心的

慈裕
?

转至今头份地区!重新修建永贞
?

祭祀妈祖#上据合港田寮永贞
?

调查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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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沪的0#`!但朱姓也得到其中$Y*#又前述新港仔沪改
!

八流底造成什
;

样的变化4这些人群是在嘉庆年间从姓氏较少的谢(赵手中购得!那麽!哪

些人群愿意接受从六流变成八流底4最合理的原因除了主导者朱氏拥有权力

外!也可能是因外庄势力的进入有可能让此沪规模扩张!这些所谓专业的巡

沪者就是後来成
!

地方上势力较大者#此外!我们也至少看到有两处番契都

在朱家手中!掌握契约也意味着该家族拥有最终协助可能的官司过程!暗示

朱家在此的掌控地位较
,

#

根据日本总督府在&'&0年和&'"#年的石沪渔业许可以及前述契约分析!

可以理解朱氏家族与石沪间的关#朱家对於石沪的买卖颇
!

积极!甚至垄

断单一石沪!例如!&*')年!朱文良将承继自祖父的外湖沪仔卖给外埔庄的

朱贞瓜(朱天成(朱文瑞!卖出了)*员!其中曾经乏沪应巡的朱贞瓜此时出

了$%大员(另外两人合出$%大员#

*>KA

! 如此仰赖某一独特生计模式长时间的家

族!仅有编修族谱的过程!而未建设宗祠!一如外埔其他叶氏家族(洪氏家

族或是陈氏家族一样0相反地!紧邻的後垅地区例如校崎等地如魏家(彭家

等都有修建宗祠之举#

诚然!根据调查!&'世纪末到"#世纪初多数沪主距离所持有石沪不超过

"C0公里!调查者认
!

这是因
!

巡沪需要大量劳动力!反映石沪和当地社会

的紧密关#然而!该调查书话锋一转!

8

又认
!

这些分?地区?不是紧邻

各自石沪!反而围绕着可出海的蚵仔堀#调查者认
!

!这是因
!

外埔是由此

天然港湾所发展出来的渔业聚落!石沪渔业仅是在无法航行的日子中的替代

方案!弥补&'世纪当地土地贫瘠缺乏粮食的状癋#

*>KB

! 这样的解释建构在蚵仔

堀是当地的天然港湾的基础上#倘若当时沿岸都未有石沪!其实可以停泊的

地点?不会受到限制#

^

言之!之所以聚落从此发展!更合理的解释是因
!

此处是唯一可以停泊的地点!印证了前述&*世纪清代外埔已经遍?石沪!且

沪主?非不想住在石沪旁边!而是因
!

他们是逐渐掌握巡沪(修沪技术者!

而非原来的地主#从清代就开始逐步购置这些
%

业!也就是他们是从劳动力

逐步转变成拥有者的过程#

&"* 卢正恒

*>KA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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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拥有数个石沪的朱来春住在外埔庄!他是朱贞瓜之癙!在大山

-

拥有庞大的田
%

#

*>KC

! &'#*年!张万枝(朱来春和
\

坪曾在大山
-

的北埔二

湖一带向朱来发购入一块埔地#

*>KD

! 朱贞瓜(朱天庆(朱建(朱谅%兄弟!在

&*'(年将位於大山
-

庄埒尾西势沙墩的土地抽出$份以&"大员卖予朱来春管

理#

*>KE

! &'#&年!因
!

政府重新测量地界後!将此处一块属於朱(庄两家共有

的土地拆
!

*份!朱来春得到其中的$份!族人朱清杞(朱吉叔癙共得&份!

其馀%份则由庄家拥有0&'#*年!朱来春和後垅庄的杜大廷再将庄家的%份!

花0"0圆购入!其中朱来春出资$0#圆购得其中的$份#

*>KF

! 道光二年吉兴
?

王

船抵达的位置是阿九沪&阿狗沪'#&'&)年!朱来春将原先祭祀池府王爷的

草寮改建
!

土
o

建筑#朱来春之所以聚焦在吉兴
?

!除了因
!

该庙王船抵达

的地点阿九沪在当时的沪主之一即是朱来春!

*>KG

! 此外!朱家先辈在咸丰年间

成
!

该庙乩童!也让这座庙宇成
!

和朱家关颇
!

密切者之一#

另外!在合欢石沪正前方!有一座祭祀福德正神的的福三
?

#根据庙宇

传
$

!此处原
!

$飞砂%之处!寺庙称合欢石沪
!

福德正神之发挥地穴!?

且用$三五块石头%

!

主祭祀!此後$渔业振益%#但此庙?未
$

明清代到

"#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仅称此庙的修建可追溯至&'%0年後由朱石主导#

*>KH

!

这一段字片语的故事!

$

明了在"#世纪初期作
!

四穇仔石沪代表人(大新

沪石沪和觧鼻仔石沪沪主之一的朱石!

8

主导了与合欢石沪关密切的福三

?

之修建#根据现在合欢石沪沪主名单!承袭自朱振隆的朱银次拥有最大的

股份!另外总计&(位沪主中有朱姓0位(陈姓)位(叶姓%位(洪姓&位(魏姓&

位#

*>KI

! 虽然已无法知悉合欢石沪
%

权的确切的购置状癋!但依据附表&!可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KC

*>KD

*>KE

*>KF

*>KG

*>KH

*>KI

虽然&*'(年有一笔资料称朱春来在大山
-

庄是$本庄%!但&'#(年的资料称他是外埔庄

人#参见$明治四十四年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九卷财务%! $国史馆%

台湾文献馆藏!###G#&*$0!页$().$((#

$明治四十四年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九卷财务%! $国史馆%台湾文献

馆藏!###G#&*$0!页$&%.$&0#

$明治四十四年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九卷财务%! $国史馆%台湾文献

馆藏!###G#&*$0!页$()#

参见$明治四十四年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九卷财务%! $国史馆%台湾

文献馆藏!###G#&*$0!页$((.$('#

吉兴
?

田野调查结果!而朱来春和陈乞食二人都在&'"&年也曾捐赠&#元给後龙山仔顶的

玄天上帝庙#参见,募集重修后龙山仔顶玄天上帝庙宇序 -! $台湾记忆 %!"#""年*

月*日!@==XBOSSWWWNW36NM>AN=WSd5WBg ,><=5<=N6BXhi< j$"0$kBj&'$0%#

福三
?

田野调查结果!"#"&年&&月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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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原先的&'&0年人群中
3

姓和主要的郑姓已完全从该石沪中
E

离0也就

是在"#世纪中叶以後!石沪似乎又朝向某一单姓集中的情癋#时至今日!吉

兴
?

在民国三十五年&&'%) '有陈姓献地!後有朱(叶两姓献地建庙!似乎

完全呼应合欢石沪现有几位主要拥有者的状癋#

虽然道光朝以後石沪走向联庄(?姓合作!但外埔当地
8

逐步看到以家

族
!

单位的进行整合庙宇的运作#如前述吉兴
?

的王船入沪故事!类似的故

事在外埔乃至於整个後垅地区都相当常见#合兴
?

则与吉兴
?

同属外埔信仰

中心#此庙最早是陈氏在乾隆三十七年 &&((" '建庙供奉夫人妈0随後!洪

氏宗族请入玄天上帝!朱姓请另一尊玄天上帝!形成二帝的局面#这样的传

$

!符合陈氏移民最先抵达!朱(洪两姓随後移入?且成
!

地方社会的重要

构成之一#咸丰年间!

\

宜在巡石沪时发现一艘王船停靠!将其上的三府王

爷迎入此庙!?定名
!

合兴
?

0随後光绪六年 &&**# '!洪氏家族捐地修建

庙宇#除了前述咸丰年间那艘
<

有太多记载的王船外!其馀还有$艘#同治

八年也有一艘王船进入合欢石沪0光绪二十九年 &另一碑刻称二十七年

&&'#& '来自富美
?

的王爷船漂入砐仔崛!朱江倡议修庙0光绪三十四年

&&'#* '六月十四日&#点!文兴四府王爷与四府夫人进入阿九隙!连续0年渔

获丰收#

*>L@

!民国二十四年 &&'$0 '台中大地震後该庙摧
:

!洪正苍主导重

修!?委由朱调泰负责 $设计兼任监督划分 %!由陈聪奇(洪登与(洪正

苍(朱水
p

和陈英负责募捐活动#虽然这一次修建直到&')$年才完成!但已

可发现朱家在地方上负责调派的现象#此外!从上述$个例子来看!也可发

现修筑寺庙都会借托王船和石沪的传
$

#

最後一则後垅地方动员的公共事务则是光绪八年 &&**" '後垅溪泛滥成

j

!首先由叶祖显和
3

丁满二位$绅耆%向福建巡抚报告#最後官方认
!

这

样庞大的工程需要由地方上的仕绅(郊商等人方有办法主持#过去研究大多

聚焦在後续杜(陈(魏等家族在整个工程中的角色!

*>LA

!由於後垅溪泛滥除了

淹
<

东门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後垅溪出海口!这些地方的淤积将影响

出海口北侧(位处水尾庄一带的石沪#此外!政府最终
J

定把整修工作交给

&$# 卢正恒

*>L@

*>LA

根据合兴
?

调查结果与庙
"

碑刻#根据地方人士描述!王爷船停靠处的合欢崛因
!

有

$王船驻留遗?%!因此永不乾涸#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

镇?+!页0$%.0$(#

关於这次修缮工程!张茹惠的硕士论文有相关的分析0不过他?未聚焦在最初提供建言

或外埔地方上人群的地位和角色!参见张茹惠!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清末苗栗

後垅筑堤的研究
!

例+&新竹"台湾交通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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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垅街的仕绅(郊商等!因
!

他们或许是地方社会上与国家关最密切者0

即使如此!在认捐洋银名单中!朱(洪等外埔大姓的捐银虽不若後垅街庄上

豪族!

8

也不遑多让!甚至外埔庄由庄正王献提供的民夫人数达%#人!仅逊

於受到洪水影响最深的东门外新港社的%'人#

*>LB

!由此可知!即使洪水对於外

埔直接影响有限!但是淤积将有可能衍伸的击以及国家对於此事期待地方

的表态和参与!都让外埔展现了他们具有的劳动力以及经济能力#

中国传统社会上!同姓间可用宗族礼仪控
%

!?姓通过庙宇仪式控
%

!

後者也是维?姓合作的重要基础#

*>LC

! 相较於洪国雄在澎湖的调查!澎湖石

沪渔获的分配方式随各村(各沪都有差?!但庙宇在此间的地位颇
!

明显#

澎湖石沪各鱼场之间的突不少!从所有权到分配到
q

取材料等#其仲裁或

是调解均在寺庙进行!以求资源共享#例如湖西村的查某沪除了正(副
>

主

多分得半份外!当地的白坑公庙也可以抽得"份#

*>LD

! 後垅?未发现如澎湖一

样!庙宇曾被作
!

一个股份单位分享石沪的收入!也未发现石沪拥有者曾因

突在寺庙进行协调#然而!在外埔无法看到拥有祠堂的大宗族!而是通过

合兴
?

(吉兴
?

(福三
?

等庙宇建立了以原巡沪者(後来成
!

沪主
!

基础的

?姓关!从中看到每一姓氏的势力堆砯在另一姓氏上#至於寺庙在社会上

的功用因
!

缺乏史料!难以明确知晓!不过地方人士仍有将石沪捕捞渔获移

到吉兴
?

前进行分配的做法和
$

法#

寺庙的兴建反映?姓沪主的合作!加上前述沪主需要共同承担石沪的分

配和责任!此外在後垅也有年後第一次捕捞(端午(中秋(冬至%次在石沪

上祭拜石沪公的仪式!?在仪式中提到$海龙王%!可是根据现有资料或口

述理解我们仍难以深入理解其
"

涵#因此!生
%

和祭祀都围绕着石沪
!

中

心#不过!人群之间互动的突仍存在#光绪十二年!陈乞食...在&'&0年

拥有%处石沪
%

权者...之弟陈水状告与其兄有嫌隙的朱戆连!称朱赣连雇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LB

*>LC

*>LD

参见*淡新档案+!档案号"一四五
"

七/四六#

科大卫! ,告
*

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主编! *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

&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 '!页'.$##

洪国雄! *澎湖的石沪+!页$)("&0("&'#现今学界有关石沪的研究以澎湖地区最
!

蓬勃!历年来有洪国雄(王国禧(李明儒典藏计划展开的的详尽历史(文化等层面讨

论#参见李明儒(陈宗会(林芮廷! ,从总督府档案探索台湾西海岸石沪数量的变

化-!载张美惠总编! *澎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辑"第十六
C

+!页&&&.&$(0李明

儒(

\

政豪(陈宗惠! ,吉贝石沪群数量与分?之研究"由历史文献与现地调查之整合

分析-! *

r

石+!第('期&"#&0年)月 '!页$).((0王国禧! *澎湖西屿石沪之

研究+&嘉义"南华大学未刊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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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陈乞食挑後垅街的
3

清荣所的火炭卖给陈佑(郭狮(朱通等人!但又会

同
3

清荣(朱其麟(朱通(朱清俊等人指控陈乞食偷窃这些火炭!?且盠至

陈家掳走陈乞食!?将之吊起禁押於当地地保朱泰安处!且向陈家勒索银

元#

*>LE

! 朱清俊的父亲朱通称陈水(陈乞食挑火炭贩卖!但
3

清荣前来指称这

些火炭是被偷
q

的0庄耆陈出带着陈乞食(陈水"人处理赔偿!此後陈水屡

次向朱其麟和朱清俊勒索#朱通因此要求官府羁押陈水#

*>LF

! 根据
3

清荣的证

词!他在北势溪觧开灰瞁营生!他指出陈乞食偷
q

一事已经由外埔庄联首处

理!但是陈水
8

依此控告诬赖!陈请官员处理#

*>LG

! 最终案件水落石出!陈乞

食一案是陈水诬告!?无遭受酷刑!陈水也承认诬告!?接受惩罚#

*>LH

! 即便

陈乞食曾和朱家有过如此嫌隙!他在&'&0年拥有的%座石沪中!除了新填石沪

外!都需要与朱家共同合作修理(分享石沪0且这些人中有与当年与之突

关密切的朱来春#

即便沪主可以动员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仅是因
!

经济能力所聚集!他

们要面对的是环境对经济收入的击0即使有些石沪主或是地方社会上具有

影响力者!包括朱家在
"

!他们也
<

办法通过沪主的身份来要求所有石沪拥

有者参加地方事务#甚至!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些寺庙试着处理的是这些沪

主在外埔的在地影响力!而非整个後垅地区的影响!石沪拥有的影响力在经

济与文化上有跨庄现象!但在动员公共事务上明显
<

有#从历史上的发展!

以朱家
!

例!此家族迁徙到外埔的时间晚於其他家族!合理猜测他们很可能

跟陈朝合家族初到台湾一样负责石沪巡沪等工作!但在道光械以後!即使

朱家同样遭到破坏!但相较於原有地方社会的状癋!朱家可能因此得以从雇

工转
^

成沪主!?且引入跨庄资本0同时!或许
!

了建立外埔地方上的势

力!通过和寺庙的关取得外埔的领导地位0但此领导地位似乎?未能帮助

他们跨出外埔!甚至在外埔也
<

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因此垄断整个地

方社会!因
!

其他家族似乎也有类似的现象很有可能是通过石沪获得财富#

因此!即使漂流到石沪引起的後续建庙是具有跨庄性质的!但似乎?
<

有连

带着
%

生社会权力的大规模改变...或至少到目前
!

止笔者仍尚未观察到#

根据上述的例子可以发现!石沪除了构筑了联庄经济结构外!在外埔地方社

&$" 卢正恒

*>LE

*>LF

*>LG

*>LH

*淡新档案+!档案号"三二六
"

九/一(三二六
"

九/四#

*淡新档案+!档案号"三二六
"

九/五#

*淡新档案+!档案号"三二六
"

九/七#

*淡新档案+!档案号"三二六
"

九/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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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
%

生了两种影响#其一!不同家族或个人即使有过 $激烈 %突与龃

龉!但在石沪上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其二!朱氏家族在初期以巡沪

工协助地方主要姓氏管理!在道光年间多次械後开始掌握主导石沪的权

力!通过扩建寺庙!较少显现排外性的现象
8

也体现石沪和寺庙的关#

五$石沪地景与公司寮走私体制

虽今已不复见!但至少清代石沪形塑了北台湾独特的岸景!

*>LI

! 尤其後垅

外埔石沪规模略大!涵盖范围广阔!其沪体往往从低潮瞃向外延伸入海!堆

砌的石
o

也可达&公尺以上#这样的人造建物!无形中限缩了沿海船活动

的可能性和时间点#若从这样的视野来认识後垅街市(港口(人群分?的发

展!或许可有新的观察方向#以外埔而言!唯一能
)

停泊舢舨之处仅有外埔

沿岸唯一沙岸的海口蚵仔堀一处#即使清代石沪的规模随着时间不同(规模

亦有差?!但此地岸景最终影响另一项重要的生计模式和社会面向#本节将

聚焦於走私偷渡与社会文化传
$

!试图理解石沪对於地方社会的影响#得利

於地理环境!外埔石沪的规模较大!石沪促使偷渡走私的公司寮结构!从海

岸的现象观察整体後垅社会的现象与过往从後垅街(港(社
!

出发点的理解

有所不同#

正如清代张海珊关於太湖的,湖滨备事宜-对於如何将$寇
q

之来拒

之岸%!就包括$然使贼不能来!我亦不能出!非计也#宜於聚钩涉针所不

施之处!插柳条(编渔沪!暗记其曲折往复之路!庶於出入有便%#

*>M@

! 这样

的观察颇值得进一步探索?且衍伸在外埔石沪的状癋上!例如&*'*年&&月&#

日!一艘从天津返回淡水的永昌号货船!在淡水外海的石沪地点(被称
!

$石沪礁瞃%之处$触着海底石而沉溺%#

*>MA

! 石沪构筑的范围自然形成一种

石沪礁瞃!例如前述契约中描述的$西至海%$西至清水觧%等!外埔一带

的石沪!大型者可以占地达数甲地!小的也有二三甲地!

%

生的$礁瞃%会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LI

*>M@

*>MA

北至崎顶(南到至少白沙屯都有许多石沪!今日白沙屯(山边仍有些许关於过往石沪如

$蛤沪仔%的故事!但当地人所知已经有限#"#"&年&&月0日山边(白沙屯等地调查结

果#

贺长龄! *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 '!卷(0! ,湖滨备事宜 -!页

$*6L#

*台湾日日新报+!&*'*年&&月&$日!版)#根据进一步的调查!该船船底
!

阿底尼所

!参见*台湾日日新报+!&*'*年&&月&0日!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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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入海域#由於外埔石沪的规模大於他处!加上也是砾石所筑!?且深

入海!自然也和淡水等地一样构筑了一种限制船停泊的$石沪礁瞃%#

诚然!外埔即使遍?石沪!但是仍有蚵仔堀作
!

开口!可供停靠舢舨与

进行牵罟活动#此处也是外埔居民一开始迁徙到此的登岸之处#例如康熙五

十年&&(&& '阮蔡文招募汉人来台湾开垦!泉州的谢(杜(蔡(陈等家族也

都是陆续从$外埔%登岸#

*>MB

! 咸丰三年 &&*0$ '!

\

氏先祖从金门 $以小

船%冒险渡海!自$外埔海滩%登岸後!将其供奉的五尊王爷金身在现今所

在之处建庙祭祀#

*>MC

! 因此!?非
$

外埔拥有石沪就无法登岸!但是石沪构筑

的自然空间!

8

让外埔地区能
)

停泊的位置受到限制!相较而言
<

有石沪的

公司寮一带在海岸环境更适合停靠船#

据&'$"年一份後垅泊地的海军调查资料!可以理解更细的船停泊状

癋#

*>MD

! 後垅的平均水深
!

"C0公尺!外埔石沪外的低潮瞃之水深仅在#C$.

#C)到&C0.&C*公尺!?且在低潮瞃
"

有着连绵石沪!相较於後龙西南侧的湾

瓦一带石沪?不密集!石沪间隔处还有罟寮#即使传统中式帆船在後垅沿海

能
)

靠岸的位置仍受到相当的限制!中国船可在公司寮附近停泊!殖民政府

?在港口两侧以木头(灯笼标示入港海道#水尾南端(公司寮一带的水深则

可达"C(公尺左右#

虽然不少研究都认
!

公司寮在清代已是合法口岸!但实际上此处虽在清

代就已有人群居住!

8

也仅限*诸罗县志+中描述" $曰礁罭叭溪!发源於

武乃山!出南日(礁罭叭二山之南!

!

礁罭叭港0西入於海# %这段话仅

是描述此处出海口的状癋!多数材料中?未被列入官方纪
5

的口岸#

*>ME

! 後垅

地区是当时闽
f

偷渡者最常登岸的地点之一!正因如此!两广总督往往需要

调查?整报告是否该年有任何的客籍偷渡客前往台湾#

*>MF

! 乾隆五十一年到

五十三年&&(*).&(** '的林爽文事件结束後!福康安等官员重新规划有关

海港与渡口的管理制度#例如!在淡水地区!依照八里坌的规范!对八尺

&$% 卢正恒

*>MB

*>MC

*>MD

*>ME

*>MF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随後将带来的五尊王爷供奉於家中!後来修建了庙宇!即是日後五德
?

之雏形#参见中

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 +!页0")#另外关於道光年间的

故事来自该庙之调查!"#"&年&&月&(日#

参见*日本台湾北岸淡水港/日本台湾西岸後龙泊地+&&'$" '! $日治时期图书影像

系统%!"#""年%月&#日!@==XOSSB=YLN<=8N59?N=WS4M2GL2<SMB$"SMBW5LN4M2S449 jMNnHopS

354>39i3& j&"0k@& j##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台北故
?

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摺件!故机###'(((故机#"')'0(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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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中港(後垅(大安%个仅能容纳小舡的走私偷渡港口!需要增添部队调

查?捕抓偷渡者#

*>MG

! 乾隆五十六年&&('& '!&份捕获偷渡客的报告指出!&

艘船大概可以载运"#馀名偷渡客!大多是从广东海丰(澄海(潮阳等地搭

载了
f

籍人士!订金#C0圆到"圆不等!到台湾後再给$.%圆尾款!目的都是

$过台寻亲觅食 %!前往吞霄(後垅(中港等港#

*>MH

! 即便对於偷渡严加勘

查!但仍有许多渔船搭载人群偷渡至台湾!因此道光十三年 &&*$$ '後!曹

振镛再次建言相关的抓捕规范#

*>MI

!

据目前後龙各家族族谱!偷渡者抵达後垅後多从公司寮进入!例如今日

以後壁厝
!

中心的林氏家族在族谱中尝称" $诸先贤临海而居!或耕或渔!

!

商
!

贾!均深受海洋之影响# %对迁徙至台湾的论述阐述了 $依山面海!

时海禁大开%!透露了与海洋相关的建构!?称其迁台始祖汉观公$多方设

法%下终於达成愿望得以来到台湾北部!因而$返回%告知$台湾地方官吏

贪污成习!若略施小惠!即有厚利!可得良田无计%#因此在乾隆六年兄弟

%人与子癙从公司寮登岸#到此地後!得新港社通事 $林宝朝 %协助!得以

在後壁厝租地开垦#

*>N@

! 该家族称!乾隆二十九年&&()% '家族将
s

门(同安

的
%

业卖掉迁移来台湾#

*>NA

! 又如主要据点在西湖(校崎一带的
f

籍彭家!即

是在公司寮登岸後沿打那叭溪进入西湖!又绕过小丘抵达新港社地域!开拓

今日校崎一带#

*>NB

! 如前述!从公司寮上岸後可趁着涨潮河水抵达乌眉一带!

再沿山路深入
"

地!也因此当地仍有前述陈氏家族遇风抵达乌眉的传
$

故

事#

*>NC

! 附图$揭示目前族谱(资料中几处家族抵达台湾後登岸地与迁徙地点

之过程!可以发现这些迁徙的路瞃除了避开石沪外!除了少数家族直接进入

後垅街!大多从偏离官方控管的位置来规避纠察#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0

*>MG

*>MH

*>MI

*>N@

*>NA

*>NB

*>NC

*明清史料+!戊编!第%本!页$#$.$#%($#0.$&"#

*明清史料+!戊编!第"本!页&0$.&0%#

*明清史料+!戊编!第"本!页&((.&*$#

林凯墙! *林氏族谱+&未刊本!&')(年成书'!页")("*.$&#根据简史朗(刘秋云

的最新研究指出!道卡斯族新港社的位置?未有过移动!清代该社传统领域有着闽(

f

族群在此开垦#刘秋云(简史朗! *道卡斯族新港社部落史+!页$*(%#(0$.($#

林凯墙! *林氏族谱+!页$#.$"#

参见*信述传家"朝和宗祠登龛落成纪念特刊+&苗栗"祭祀公业法人苗栗县彭朝和!

"#&( '!田野收集#

笔者在今日新竹县新埔枋寮双堂屋刘氏家族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该家族族谱流传

着母亲
O

带"位幼子从後垅登岸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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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与走私是一体两面!但
8

又有些许差?#偷渡将人放下後...甚至

可以不用放下在海上就让偷渡客全面死亡!但是走私必须要有更完善的体系

和接洽(买卖的过程#此处是林玉茹所言抢船的热门地区!若
<

有合适的对

接结构!走私船往往也容易沦
!

抢掠目标#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清代此区域

的走私贸易状癋之全貌!但是几条零星走私资料
8

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同

治元年!台湾北部的沪尾已经开港!所有外国船均需到正口输
Z

!

!

了规

避
Z

额!不少外国船都会前往其他港澳进行贸易!依照和约规定!船货将

被
<

收#此年查到後垅溪洲庄的陈细牛(生员江
t

章跟棍徒郑典勾结夷船高

士卑(出海奸徒张乌豆(夷行天裕号(奸徒容士鳌在後垅买卖逃漏
Z

#

*>ND

! 虽

然参加此次走私贸易的人我们仅知一位来自溪洲庄者!但是这艘船是否直

接开入後垅港呢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官员就时常抱怨!泉州有不少船

走私到後垅!?且抵达公司寮!整个走私活动从接收者(贸易者等结构相当

完善!日本人甚至以$巧妙%来形容这些行之有年(有组织之走私活动#这

样的蓬勃的走私活动直到&'&&年以後!因
!

土砂堆积封闭港口的窘癋才逐渐

衰退!这些走私船则转移到中港地区#

*>NE

! 彭氏家族在台分
!

%支!其中一

支就是沿着後垅溪用小船将山林物
%

&主要是龙眼与相关物
%

'送至公司寮

出海贸易#

*>NF

! 因此!可以理解後垅地区实际上有一个以公司寮
!

中心的走私

和偷渡活动!此一活动的发展也是因
!

後垅溪北岸沿海的石沪阻止了从北侧

进入後垅地区偷渡与走私的可能性#

除了海岸地理空间对於地方社会的历史
%

生影响外!环境因素(季风都

影响了当地人群的生活模式#以同样流传着$石沪话%的澎湖和外埔进行比

较!会发现二者略有不同#例如初五在澎湖是天亮退潮巡沪 $初五止火%!

一般而言初五的退潮约是上午(点$#分左右0虽然外埔的退潮时间差不多!

但是?
<

有针对初五有谚语!则是称初六(二十会在天亮时退潮!当地称
!

$初六(二十乾半水!天光退落去%!这也符合目前科学推测初六(二十几

乎都是相同时间退潮#在澎湖!初八和二十四早晚都会满潮!称
!

$初八(

&$) 卢正恒

*>ND

*>NE

*>NF

这份报告交给属名总理还有五郊炉主之处#参见*淡新档案+!档案号"一五二
"

七/

七#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

月&日!版)#

根据田野调查和族人陈述!彭祥
u

於乾隆七年&&(%" '

O

带龙眼种子抵达西湖鸭母坑0

道光十年&&*$# '分家!四子彭朝宝分阄得到鸭母坑的龙眼种植地区!此後以帆船对外

进行龙眼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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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早淀暗淀%!外埔则是初八和二十三都满潮!称
!

$初八(二三下海不

满篮%#初十和二十五吃午餐时正值小潮!称
!

$初十(二五食下昼巡

沪%!初十和二十五吃完午餐就是乾潮!称
!

$初十(二五吃饱昼下石

沪%#十二(十三潮水会变大潮靠近岸边直到十八日!称
!

$十二三当挨

山%0外埔则无此
$

法!反而是十三(二十八潮水会在中午後退去!称
!

$十三(二八中昼水退落去%!十八则是月落後就返家!称
!

$十八月落就

返流%#然而!潮水在经历十二到十八的大潮後又转回长潮?且在二十二後

变
!

小潮!称
!

$十九水倒拗%!但外埔?无此
$

法#

*>NG

! 现今科学调查确实

证实外埔每日涨潮都较澎湖早$#分钟!因此可以解
J

初十和二十五两地午饭

前与後去巡沪之差?0其馀相类似的相关俗谚!也反映了石沪对在二地人群

生活之差?#

若将前述资料统整後!会发现後垅滨海诸村落一整年的行程不仅与石沪

也和移民(走私等海上行
!

相辅相成#虽
$

一年四季石沪都可以捕捞到不同

的鱼种!但据调查每年阴三(四(五(六(七月是属於获利较低的时期!

也就是渔民工作量较低之时#

*>NH

! 正因如此!虽
$

牵罟未有一个固定的时节!

但是三月到五月是也是水尾(秀水(海埔(外埔等地主要牵罟时节!或许即

是希望在石沪获利较低时用集体合作牵罟增加收益0四(五月因
!

东北季风

结束!也是最适合维修石沪的季节#

*>NI

! 另外!冬季也是石沪可能丰收乌鱼的

重要时节!许多口述调查都有谈到曾经大规模捕捞到乌鱼的历史经验#理想

上!当收入
k

少时!除了稳定的农耕收入和意外的抢船收入外!三月到八月

这段期间!正好是船会趁着西南风从中国沿岸抵达後垅港贸易!大约六月

则是多数王船漂流到外埔的时间!与此同时五(六月也正是档案中偷渡移民

抵达後垅的时间#

*>O@

! 虽然目前尚无资料可证明外埔(水尾等地区的村民是否

有参与相关活动!但至少能知道公司寮一带的偷渡和走私确实多是在此时发

生#

简言之!外埔一带独特的砾滩让石沪得以修建起规模超过白沙屯(中

港(甚至澎湖的石沪#这样的石沪建构不仅形塑了外埔的独特社会结构!更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NG

*>NH

*>NI

*>O@

洪国雄! *澎湖的石沪+!页$%0访谈记
5

"陈俊瞕!後龙外埔!"#"&年&&月$日0高

芷琳! *澎湖谚语+&台中"晨星!"##% '#

此调查报告也告知石沪主要捕获的鱼类是丁香鱼和鲣鱼类0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台

湾私法+!第&卷下!页&*(#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编纂! *後龙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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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新的岸景!这样的岸景
%

生了两种结局#其一!运载移民&偷渡'和

货物&走私'的船无法越过石沪的范围!建构了一种人工的停泊限制#虽

然水尾?
<

有石沪!也可以停泊船!但是在水尾上岸後往
"

陆移动的过程

会立刻遇到驻?溪洲一带的官方港口和军队!造成了合理的选择就是从後垅

溪南岸的公司寮上岸!?沿着南侧向
"

陆前进#其二!能
)

越过石沪的王船

不仅与地方信仰连结!构成外埔的信仰中心!更重要的是当地也会将对外

突结合形构一种传
$

!建立後垅地区在械中的胜利#因此!一种环境(社

会(文化之间因
!

石沪而
%

生的连结与建构就显现在後垅地区#

六$结语

石沪是一种将陆地边界划分权力概念引入海洋的设施!外埔石沪则在契

约文书上展现了海洋特性#正如林玉茹在文章中所
$

" $石沪和地曳网均有

明显的领域界瞃概念!同时两种作业方式必须
0

多渔民共同作业或共同出

资#新竹地区特
*

明显!根据&*') 年的调查!新竹地区的渔村又比淡水以北

地区贫穷!

<

有富有的资本家1网
>

2!而?取渔民一同出资(一同作业的

共同渔业作业方式#这种共同作业型态!不但形塑出渔民的村落共同体观和

高度的渔民社会凝聚力!而有集体的抢船行动(集体计画逃避官差追捕!甚

或集体抢回被差役拘押的村民#他们对於海域地权的主张!更影响其对难船

%

权的认定#以抢船闻名的澎湖各岛屿!也盛行地曳网和石沪作业!是另一

个例证# %

*>OA

! 根据林玉茹的讨论!本文同意渔民村落...本文称
!

滨海社

会...有共同体观(集体活动的现象0然而!这或许与$贫困%无关!因
!

外埔石沪沪主共同出资!但是这样的共同作业型态?非因
!

彼此资
%

不足!

反而是因
!

环境因素而需要彼此分担风险...一种人群和海洋互动的结果#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管理维护计画 %希望能
)

展现其跨族群(海

洋文化(人与海岸自然景观互动的目的#

*>OB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去的研究

都聚焦於文化资
%

的保存和地方创生等面向#本文尝试从石沪对地方社会

"

(社会外(岸景(文化%个层面来重新认识滨海社会因
!

石沪所导致的影

响!尝试理解一种石沪
%

生的滨海社会#

&$* 卢正恒

*>OA

*>OB

林玉茹! ,清末北台湾渔村社会的抢船习惯...以 *淡新档案 +

!

中心的讨论 -!页

&$$.&$%#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成果报告书+!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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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0年左右该处仍有石沪约")处!然而在&'(#年代已经仅剩"处#这

是因
!

动力船捕捞渔获和外埔渔港之兴建#

*>OC

! 此现象存在可能更早!日本

殖民政府虽承认?核发相关证照给石沪拥有者!但也认
!

石沪这样坐等渔获

的$原始%渔业对於沿海有着相当程度的阻碍0尤其殖民政府尝试在沿岸建

设现代化港口(设施等等!石沪的存在无疑有着阻碍和伤害#

*>OD

! 加之!

!

了

增加渔获的捕捞!很早就已以
v

励的方式鼓励渔夫购置钓船出海捕捞!主要

的渔
%

有鲷鱼(鲣鱼(?鱼(

w

鱼等#然而这时购置渔船者?非台湾人!而

是日本人#

*>OE

! 现代化的设备与现代化的渔业捕捞技术!在相当程度上重挫了

石沪渔业所
%

生的生计模式0需要
,

调的是!?非
$

"#世纪%#年代以前就让

石沪渔业走向终结#相反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综言之!石沪?不一定是此区域最重要的
%

业!但因
!

石沪所
%

生的各

种新社会联合(突(传
$

(移民迁徙等!都形塑了此区域的社会与文化#

石沪本身作
!

人群和海洋环境互动的结果!不仅影响了此处的历史(文化!

也对後垅地区更广泛的历史框架有所影响#滨海社会是一种陆地制度碰上海

洋环境後!经历一段时间的协商所
%

生因应海洋的旧瓶新装制度!石沪的沪

租和契约定就是其中一例!外埔的契约和香山(澎湖的状癋截然不同!就

是因
!

不同环境会
%

生不同的结果#也因
!

人口相较於地域社会的流动性!

政府需要出现一套新的管理制度!从这点而言!规避了正口意味着制度层面

的$非法%走私活动0而石沪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分担风险的设施!让风险能

平均分摊!也是因
!

海洋环境
%

生的不确定性#这样的海洋环境和社会互

动!最终形构一种关於海洋文化层面上的影响"也就是地方上关於石沪的传

$

#

^

言之!正因
!

从石沪的视野来重新观察堑南地方社会!会发现关於石

沪的传
$

深入到了离岸的社会(庙宇!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群移动!

这些就是本文所想要阐述的$石沪%社会!台湾滨海社会多元样貌中的一种

形象#

&责任编辑"程锦荷0实习编辑"康婕(夏薇'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OC

*>OD

*>OE

根据"#"&年&&月$日外埔田野调查结果#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年$月&"日!版%#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年)月&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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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北台湾四处石沪比较图

资料来源"桃园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处! *新屋蚵间石沪群文化景观保存及管理原则+&桃园"

桃园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处!"#"# '!页"0郭奇正! *$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

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成果报告书+!附
5

'!页)#

&%# 卢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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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後龙外埔地区全盛时期各石沪分布

附图$#清代後垅移民迁徙路瞃图

图片信息来源"笔者收集#

'填筑成沪%捕鱼
!

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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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後垅$白沙屯地区石沪名称

*後龙镇?+ *外埔庄/思想起+

$後龙外埔石沪群

文化景观调查研究

及保存维护计画%

起造时间

&日本殖民时期

渔业许可'

外埔

高顶沪 高顶沪 高顶沪 .

旧沪 旧沪 旧沪 .

新沪 新沪 新沪 &*&%

武乃沪 母乃沪 母乃石沪 &**%

新镇&田' 新田沪 新田石沪 &**0

沙仔沪 沙仔沪 沙仔沪 &'#%

佐踏沪 佐踏沪 到达仔沪 &**(

乾坪沪 乾坪沪 乾坪石沪 &**%

龟?沪 龟顶沪 龟?石沪 .

牛母沪 牛母沪 牛母沪 .

和番沪 合欢沪 合欢沪 &*'%

大新沪 大新沪 大新沪 &'#$

阿九沪 阿九沪 阿九沪 &'#0

. 大沪 大沪 .

. 新沪 新沪 &*(%

新港沪 新港沪 新港沪 .

鼻阿头沪 鼻阿沪 鼻阿头 .

牛公沪 牛公沪 牛公沪 .

湖仔沪 湖仔沪 沪仔沪 &*'%

竹篙沪 竹篙沪 竹篙沪 .

深眊沪 深眊沪 深
M

沪 &'#%

新顶沪 新镇沪 新填沪 .

&%" 卢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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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龙镇?+ *外埔庄/思想起+

$後龙外埔石沪群

文化景观调查研究

及保存维护计画%

起造时间

&日本殖民时期

渔业许可'

水尾

矱母沪 顶沪Y矱母寿石沪 顶沪 .

. 小的仔沪 细个仔 .

. 新沪 新沪 .

. 门口沪 门口沪 .

. 大眊沪 大
M

沪Y杜眊沪 .

. 大伶边 下纍仔边沪 .

後
龙
溪
南
岸

港仔边沪

港口沪

港口小沪

鱼仔沪

浅沪仔

王宝沪

新沪

旧沪

柴头拔沪

深沪

交沪仔

洞空口沪

下头深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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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总督府档案$府报中外埔石沪日本殖民时期渔业许可资料

时间 石沪 代表人 申请人

外埔庄

&'&0C#&C#' 四穇仔石沪 朱石
朱石(洪英(陈兴(洪芋匏(洪乞(洪粉鸟(

洪番

&'&0C#&C#' 新穇石沪 洪英
洪英(洪番(洪石定(洪祥(洪粉鸟(洪乞(朱

万居(朱海山(朱来春(李愿

&'&0C#&C#' 合番石沪 郑潭
郑潭(陈和(

3

戊山(洪英(朱万居(郑聪(郑

(郑清通

&'&0C#&C#' 到达仔石沪 朱壳

朱壳(洪清相(洪石定(朱枝财(洪粉鸟(朱海

山(叶恭和(洪续(洪乞(洪祥(洪阵(朱生(

陈乞食

&'&0C#&C&& 觧鼻仔石沪 洪福居
洪福居(陈

N

旺(陈乞食(叶天财(陈地(朱

石(洪栋(洪清秀

&'&0C#&C&& 武乃石沪 朱宝传
朱宝传(朱海山(叶闯(陈万典(谢权(朱福

棋(叶天送(朱远(

\

坪(陈天赐

&'&0C#&C&& 新沪仔石沪 朱万居 朱万居(朱来春(朱恒生(朱万发

&'&0C#&C&& 大新沪石沪 叶闯
叶闯(朱石(叶元(叶清云(叶天财(朱来春(

叶清狡(陈乞食(谢权(谢赏(

\

坪

&'&0C#&C&& 深眊仔石沪 郭荣 郭荣(张氏偷(王珠(陈真

&'&0C#&C&& 外湖仔石沪 朱天成 朱天成(朱福(朱勇(王参(

\

海山

&'&0C#&C&" 阿狗石沪 叶元

叶元(叶清云(叶天送(

\

坪(林性(郑潭(郑

聪(郑(郑清通(朱万居(洪登寿(洪陆(

\

恒(朱乞食(林清寿(朱来春(朱旺

&'&0C#&C&" 砂仔坪石沪
\

印
\

印(朱万和(洪文传(朱万由(朱狡(朱乌晚

&'&0C#&C&" 新填石沪 陈水顺
陈水顺(叶江琳(王氏月(

\

坪(陈乞食(陈

杉(洪福居(洪栋(洪清秀

&'"#C#0C"0 无记载 朱来春 无记载

&'"#C#0C"0 无记载 叶六 无记载

&'"#C#(C"" 无记载 朱养传 无记载

&%% 卢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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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间 石沪 代表人 申请人

&'"#C#*C"* 无记载
\

秋生 无记载

&'""C#*C#% 无记载 洪番 无记载

&'""C#*C#% 无记载 朱让 无记载

水尾庄

&'&0C#&C#' 大眊沪 赵清山
赵清山(陈旺生(郑金不(赵乞食(赵万顺(赵

恶(赵登贵

&'&0C#&C&$ 顶沪 赵登贵 赵登贵(赵清山(许信(赵恶(赵策

&'"#C#*C"* 无记载 陈木己 无记载

&'"#C#*C"* 无记载 赵保 无记载

资料来源"资料整理自*$後龙外埔石沪群文化景观调查研究及保存维护计画%成果报告书+!

页0%.00#其中朱石生於&*'#年$月!?於&'$0年充作外埔第一保保正!?於&'$)年官

选
!

後龙庄协议会员!同样出生在外埔的协议会员
!

民选的杂货店商主和後龙水利组

合评议员洪正苍#同时参见国分金吾! *新竹图书刊行会制度改正地方自治人物砲+

&新竹"新竹图书刊行会!&'$)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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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C"&>9'C& /?@105>"#"$7A&#$B&%(

T#05609F 3_201>Z0!"09F H'1\0H2A

+:'92Z0!" _20109 _30@# 396 D'#5'9F +'&02:$

6#109F :"2̂ 09F V210'6

,"29FB"29F \L

O2@31:(29:'HD#(390:02!396 +'&035+&029&2!

K39F )09F ,"03' C#9F L90;21!0:$>C30R39

!"#$%&'$

C"0!31:0&52&'(S092!H0256 12!231&" 396 !'&0356'&#(29:!:' 2N@5'12

:"21253:0'9!"0@ S2:R229 (310:0(2@2'@52396 :"201!'&02:$ 09 _30@#>3

;0553F209 9'1:"R2!:219 C30R39%T$ 09;2!:0F3:09F D'#5'9F !'&02:$ H1'(

:"2@'09:'H_30@# 396 :"2!:'92H0!" R201:"212>:"0!31:0&52122N3(092!

:"2&'9!:1#&:0'9 'HD'#5'9F !'&02:$ 6#109F :"2 0̂9F @210'6%V12;0'#!

!&"'531!"3;2H'&#!26 '9 S#05609F 396 #!09F !:'92H0!" R201!396 60!&#!!26

:"2&'9!:1#&:0'9 'HD'#5'9F !'&02:$ H1'( :"2@21!@2&:0;2'HD'#5'9F

:'R9!"0@ 396 @'1:%C"0!31:0&52>"'R2;21>31F#2!:"3::"2!:'92H0!" R201!

!"3@26 :"25396!&3@2'H_30@# 396 &123:26 'S!:3&52!H'139&"'109F%

T2&3#!2'H:"0!50::'1355396!&3@2>!(#FF509F 396 0552F350((0F139:!&'#56

9':5396 '9 _30@# S#:'9 8'9F!0503'>R"0&" S2&3(23;0:35!(#FF509F

:13609F @'1:%C' 29531F2:"2!&352396 (309:309 :"2H#9&:0'9 'H:"2!:'92

H0!" R201>:"2(310:0(2@2'@52'H_30@# R25&'(26 09;2!:(29:!H1'(

':"21;0553F2!09 D'#5'9F%C"2$ 35!' &''@213:26 R0:" @2'@5209!062:"2

_30@# ;0553F2%C"2!209:213&:0'9!2;29:#355$ 9':'95$ &'9!:1#&:26 :"2

!'&02:$ 'HD'#5'9F>2!@2&0355$ :"2:139!B;0553F21253:0'9!"0@>S#:35!'

!!!

&%) 卢正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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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FB"29F \L>O2@31:(29:'HD#(390:02!396 +'&035+&029&2!>K39F )09F ,"03' C#9F

L90;21!0:$>C30R39>X''(&"(>Q'%& +2&:0'9 &>\0#W030:" X'36>*"#S20,0:$>D!09&"# ,'#9:$>

C30R39%4B(305A&"29F"29F5#+9$&#%26#%:R%



&123:26 1250F0'#!!:'102!09 :"229:012D'#5'9F%C3P09F :"2&3!2'H_30@#

3!39 2N3(@52>:"0!31:0&52@1'@'!2!3('625'H50::'135!'&02:$ 09 C30R39%

()*+,%-#.Z0!" _201>D'#5'9F>50::'135!'&02:$>(310:0(2"0!:'1$>

C30R3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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